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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宁波到日本：生活世界
的对话》则由日本鹿儿岛大学
法文学部名誉教授高津孝编
辑。该书用“水世界”的概念贯
穿，从海洋、河流、湖泊的视角，
研究宁波与日本“一衣带水”之
交流。

高津孝在研讨会上用中文
发言表示，该书集结了日本历
史学、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
佛学、考古学、人类学、建筑学
等多方专家学者，鸟瞰式地描
绘了宁波历史上在文化、经贸
方面对周边的影响。

书中阐述的内容包括宁波
古时的城市环境与水利设施、
经久不衰的传统民俗、“港城”
宁波独特的群体构成、浙东丰
富的传统艺术、凭水而居的“船
上人家”，以及连结中日的宁波
石刻文化、宗教信仰与经济贸
易等，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以宁
波为核心的东亚海域文明交流
图鉴。

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
院副院长、求是特聘教授王
勇，以“宁波：书写亚洲文明
的海上书路”为题在研讨会上
作了分享。

他表示，浙江自古以文献
富足著称，写书、抄书、刻书、藏
书蔚然成风；宁波作为东亚海
域交汇之地，隋唐以来成为“海
上书路”的枢纽，在周边国家留
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聚焦于中日文化交流，宁
波是中国书籍东传的始发地之
一，也是中日文人赋诗论文的
国际化平台，历史上留下许许
多多的美谈佳话，如“《仁王经
疏》书籍历险记”等。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
学院执行院长、教授蔡亮在分
享“海外宁波学的生成”时，梳
理了国际视野下诸多文献资料
中的“宁波时刻”，以期为“宁波
学”“浙学”及世界中国学研究
提供学理上的支撑。

宁波，是中国大运河
南端出海口，也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东方起碇港。

凭借独特的地理、社
会与人文优势，这座城市
自古以来在亚洲文明形成
和东西方文明交融的过程
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005 年，日本东京
大学教授小岛毅和广岛
大学副教授冈元司等人，
发起研究项目“东亚海域
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
形成——以宁波为中心
的观察”，简称“宁波计
划”，吸引日本及海外 60
多所大学的 100 多位知
名学者加入。

他们将成果汇集成
书，近20年来，已由东京
大学出版社和汲古书院刊
发20多卷，涉及历史学、
思想史等10多个领域。

近年来，在宁波市委
宣传部统筹下，宁波市社
会科学院、浙大宁波理工
学院“宁波市东亚文化研
究中心”、浙江大学出版
社共同成立“海外宁波
学”译丛编委会。

3月 14 日，首批成果
《文化之都：宁波》《从宁
波到日本：生活世界的对
话》中译本首发，并在宁
波举办“亚洲文明中的宁
波印迹”研讨会。

人与书的缘分

《文化之都：宁波》由日本信州大学文学部
部长、教授早坂俊广编辑。

全书分为三章，分别以“书籍创造文化”“文
人的记忆与记录”“地点与文物交织的记忆与记
录”为题，讨论内容涉及天一阁藏书、张寿镛编
《四明丛书》、宁波地方志、王阳明、黄宗羲、丰
坊、万斯同、东钱湖墓葬群、张苍水等。

每个章节下的小标题均由不同学者写成，
可以看到他们各自的“兴趣点”。

比如说张寿镛在战乱年代收集、出版大型
乡邦文献《四明丛书》，耗尽毕生资财精力的精
神，在他们看来并不亚于范钦建造天一阁；他们
也将大量篇幅给到写《杜诗详注》清代鄞县文人
仇兆鳌，认为本地的“文化磁场”成就了他，使他
在明清易代之际，通过“强调杜甫在人格德行上
的价值，表明自己的决心”。

该书编辑早坂俊广通过视频表示，对中国
人来说，宁波可能只是一座东南港口城市，“但
对于日本人而言，宁波不仅是我们探求文化的
登陆地，也是带回文化的出发地”。

在以佛教为文化交流核心的时代，宁波是重
要的修行场所，“在宁波，我们与中国最初相遇，
也最后分别，当代日本的高中生，在学习历史的
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接触到‘宁波’这个地名。”

早坂俊广回忆，1996年至1997年间的10
个月，他曾在当时的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西溪
校区）访学，住在杭州西溪路的外国专家楼。在
此期间，他结识了宁波大学的方祖猷，并在方先
生的带领下，参观了宁波各个文化遗址。

2011至2012年，早坂俊广再次来到浙江大
学访学，也来宁波拜访过方先生，也正是在此期
间，早坂俊广完成了《文化之都：宁波》一书的基
础编辑工作。

早坂俊广希望，能将新书献给已故的方先
生。他说，正是对宁波的“恋地情结”促使他编
成此书，希望这种“不可思议”的跨文化缘分能
够长久延续。

从两册译本
看宁波在东亚的
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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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还举办了一场

专家论坛。论坛由宁波大学外
国语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广
志主持，与会学者围绕宁波文
化基因展开跨学科探讨。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
究所所长王宇提出，宁波的开
放特质使其成为东西方文明交
融的“试验场”。

宁波市资深文旅专家陈民
宪表示，“海外宁波学”的提出和
建立是一个创举，为宁波参与全
球文明对话打开了一扇窗，为世
界读懂宁波架起一座桥。

他认为，宁波就像一口深
井，越开掘越有惊喜。丛书也
启示宁波的文化工作者，要有
久久为功、文化长跑的毅力，有
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脚踏实地的
态度。

他建议，书中提到的许多
故事，如明州石匠伊行末在日
本，都值得被进一步改编为影
视剧、舞台剧，或被开发为旅游
产品。

此外，宁波日报高级编辑
李磊明、浙江大学出版社大众
图书出版中心主任卢川也进行
了发言。

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常务
副馆长、浙江省翻译协会会长
郭国良在总结发言时表示，译
丛的出版是“语言之桥”与“文
明之桥”的双重构建，翻译不仅
是文字转换，更是文化价值观

的传递。
宁波作为中日韩海上交往

的“文化码头”，其历史经验对
当代国际传播具有重要启示，
希望这套承载文明对话使命的
译丛，能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
宁波与世界的文化之舟。

据了解，日本的“宁波计
划”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套
丛书上。一套丛书是东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东亚海域启
航》，共出版6本，分别是《从海
洋视角看历史》《文化之都：宁
波》《从宁波到日本：生活世界
的对话》《东亚中的日本五山佛
教文化》《从日本训读的角度来
重新审视东亚》《海洋孕育的日
本文化》。

这6本书的体裁为面向大
众的通识读物，将陆续被译介
出版。

另一套丛书是汲古书院出
版的《东亚海域丛书》，目前已
出版了约20本，包括《宁波与
博多》《宁波的水利与人们的生
活》《宁波与宋风石造文化》《碑
刻及方志史料探究》《近世的海
域世界与地方统治》等，主要是
面向专家学者的论文集。

除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
果，“海外宁波学”译丛也将译
介其他语种、其他国家关于宁
波的研究成果。

记者 顾嘉懿 马亭亭
通讯员 肖琪

“海外宁波学”将继续被译介

关注在东亚海域视野中的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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