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创新传统文化传播、提升宁波文化辨识度的建议

一、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

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朱熹园考

察时语重心长的话语。他道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也

将中华传统文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国内国际很多场合，总书记经常为传

统文化“代言”：明信仰之坚贞，他用“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道爱民之情深，引“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察风气之紧要，则有“历

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励青年之志向，则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述文明之多元，则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

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高水平推进文

化强省建设，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加快“港产

城文”融合发展。可以说，这个时代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前所未有。深刻把握

理解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宁波必须切实扛起推进文化先行的职责使命，促

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好生力军、排头兵。这是宁波作为

浙江重要一域的地位所决定的，也是宁波发展的历史阶段和追求目标所决定的。

二、我市传统文化创新传播的现状和不足

宁波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绵延数千年，名家大师辈出，人文精神独特，可谓

藏珍纳景，激波扬涛。宁波的文化建设，在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努力提高群众文

化获得感、推动社会文明新进步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新时代再攀文化高

峰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宁波的文化建设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依然存在不少短板弱项。主要表现在：

1. 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宁波辨识度的标志性文化成果不多，有高原缺高峰的

现象还没有实现根本性突破。



2. 文化政策的引领性、创新性不够，文化大家、文化名企、文化 IP的引育

和创优能力亟待增强。

3. 传统文化传播停留在“蜻蜓点水”的层面，内涵不够深刻、方式不够鲜

活，呈现驳杂、散碎、平面的特点，没有形成有特色、有系统、易于辨识的文化

传播。

宁波引以为傲的月湖、鼓楼、天封塔、老外滩、东钱湖、河姆渡等，放置全

省全国层面，无论是知名度还是载体形象的辨识度都有所欠缺。要纵深打造具有

中国气派、浙江特色、宁波辨识度的文化“尖峰”标识，充分挖掘宁波传统文化

特色，创新传统文化传播，提升宁波文化辨识度和影响力，让宁波的城市形象更

加深入人心。

三、措施和建议

1. 挖掘、激活宁波元素的传统文化

宁波地域文化鲜明，宋韵文化、海丝文化、商帮文化、藏书文化、阳明文化

等都极具代表性，但对这些文化的梳理挖掘和转化利用却还不够。宁波辨识度的

文化，不能局限于宁波的文化，要深刻挖掘既属于宁波又能走出宁波的历史人

物、传统典故、特色文物等，通过内容植入，有效转化宋韵文化、藏书文化、

商帮文化，引发更广泛而深刻的共情。例如，对天一阁镇馆之宝——黄庭坚《草

书刘梦得竹枝词卷》的展览，可以理出这样的传播思路：黄庭坚乃北宋著名学者

文人，其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合称为“宋四家”。这位书法大家的草书传世

作品仅七件，而《草书刘梦得竹枝词卷》是其中唯一的绢本。“竹枝词”是唐刘

梦得（刘禹锡）创作的一种诗体，充满生活气息，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边日出西

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便出自其中。这里可以梳理展开、深刻挖掘的有刘禹锡

的《竹枝词》、黄庭坚的书法、以及刘黄两人的生平故事等，一方面让受众汲取

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提升文化获得感，展现宁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情



怀。另一方面，这是宁波藏书文化与宋韵文化的结合，能走出宁波放置全国引发

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自信。

2. 加强形象传播、纵深传播，抢占传统文化宣传阵地

鲁迅先生曾说：“伟大也要有人懂。”我们在进行传统文化传播时，切忌自

说自话。传统文化本身并不缺乏群众基础，关键还在于表现形式上能否与时俱进。

传播技术的迭代和流行文化的强势普及，一方面令传统文化的发展受到冲击，但

另一方面，也为传统文化的创意表现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载体。在这个“人人为

媒”的时代，更需要形象的、鲜活的、娓娓道来又不哗众取宠的交流式传播。

从当代传承、文化传播的现实诉求出发，把小而散、杂而乱的传统文化传播整

合形成一项有权威的、有价值的、有故事的、有系统的、有力的传统文化传播

工程。调动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传播积极性的同时，充分借助融媒体手

段，在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B站等新媒体平台多点位、全方面铺开式、渗

透式传播，抢占传统文化宣传阵地。例如，在宋韵文化的传播中，我们还处于泛

泛而谈的阶段。究其原因是缺乏内容的支撑，干货不够。事实上，北宋时期，宁

波（鄞县）在全国的名气是非常高的，因为一位牛人在这里当知县。宋仁宗庆历

七年（公元 1047年），27岁的王安石来到宁波，这是他在地方上做的第一个“一

把手”，也是第一个让王安石在政绩上真正有作为的地方。可以说王安石和宁波

互相成就。在四明大地的这三年，他坐言起行、励精图治，兴修水利、扩办学校、

改革农商。在青黄不接、民户生活困难之际，王安石将县粮仓里储存的粮食借贷

给贫民，在秋收之后加息偿还。既解了农民的燃眉之急，也使公家的陈粮得以更

新，这也是后来“青苗法”的雏形，在当时是很有魄力的改革。这与宁波人敢为

天下先的精神高度契合。在此基础上，王安石写下“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

最高层”的豪情抱负，以及历史上有名的《万言书》，这被认为是王安石变法的

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说，王安石变法的真正开端，是在宁波（鄞县）。百姓他立

祠立庙，留下了“安石乡”“安石岭”“王公塘”等地名。总之，这位北宋名人

大咖与宁波的不解之缘有诸多故事可以挖掘，做深、做透，“击穿”一个王安石，

就是言之有物的宋韵文化宁波特色传播。



3. 做好专业人才及团队的培育扶持

成立优秀的文化节目创作团队，由高校教师、文化学者做学术顾问，由专业

传播人才策划、摄制、解说，碰撞出行之有效地、能落地的具体方案，形成出成

果出精品出人才的良好局面。做好专业人才及团队的培育扶持，支持文化精品（音）

视频创作生产，让具有宁波辨识度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

下去。文化的魅力传播不只是从宏观的、外在的文化地标和公共服务中体现出来，

更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内在的历史人物、传统典故、文物遗产的传播案例中渗透

出来。书藏古今，不能光把“书”藏起来，还要让“书”走出去，走进千家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