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JIANG DAILY 11出彩浙江
2014年11月20日 星期四

版式：沈姝荟

慈城“千年古县城”谱就

走在古镇的大街小巷，延
续千余年的历史文脉触目皆
是。

脚下的青石板带着你走进
60 万平方米以明清古建筑为主
的传统民居群落。那儿有明代
的甲第世家、清代的冯宅，旧时
的雕梁画栋，江南彩绘，鲜活如
初，颇有宋式的遗风。围绕着
民居而建的，便是一片完好的
古代街区，明清时期建筑风格
和生活气息被时光生生冻结在
了这片安静的古建筑群里。

古县城双棋盘街巷格局及
古建筑群落保存完整，目前有
国保 1 个 6 处、省保 2 个 13 处。

“慈城保留着中国传统县城的
完整形态，在江南乃至全国都
少见。与江南六大古镇相比，
慈城显得寂寂无闻。但是，若
论悠久的历史遗存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慈城可能更胜一筹。”
专家们这样感慨道。

能完整留存下如些庞大的
一片古县城，与慈城“先保护，
后开发”的理念分不开。

2010 年，《宁波市慈城古县
城保护条例》出台，规定在 4.05
公里的古县城保护范围内禁止
新建工业企业，现有工业企业
将逐步搬迁，慈城成为全国首
个受立法保护的古县城。

2001 年开始，宁波启动慈
城古县城的保护开发，加快恢
复慈城古县城风貌，并邀请了
阮仪三、冯骥才等专家学者，为

慈城的保护开发献计献策。
于此，被称作浙东第一学

宫 的 慈 城 孔 庙 ，建 筑 面 积 约
4000 平方米修补完成。原址重
建的古县衙，建筑面积 5000 平
方米，保留唐代步道遗址。建
筑面积 7000 平方米的冯宅俞
宅，已完成修缮工程。原址重
建的校士馆（考棚），也已完成
土建工程⋯⋯

至今，慈城修复古建筑22.5
万余平方米，孔庙、县衙、甲第
世家、冯俞宅等重点遗迹遗存
得到修缮、改造和重建，原生态
风貌逐渐恢复。

经过 10 多年的保护开发，
如今，慈城古县名城的历史风
貌芳容渐露，建筑文化、书院文
化、宗教文化、名人文化也得到
了保护传承。截至上半年，古
县城 2.17 平方公里已累计投入
约 29 亿元，完成古城搬迁建筑
面 积 33 万 平 方 米 ，修 缮 宅 院
14.7 万平方米，重建遗址 7.8 万
平 方 米 ，改 造 景 观 33 万 平 方
米。孔庙广场、慈湖、小东门景
观己建成，太湖路、太阳殿路0.2
平方公里历史街区也已基本建
成。

2009 年，“慈城历史文化名
镇遗产建筑群”获授联合国亚
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
这是对近些年慈城文化开发最
高的肯定。

在慈城，文脉的护卫并没
有尽头。

今年，慈城重点安排民权
路保护改造、解放河东段保护
改造、竺巷东路桥至南门城墙
及城门保护改造等 7 个项目。
2015 年，在条件允计的情况下，
计划安排 6 亿元左右资金投入
古县城的保护开发。未来 3 年，
古县城将加快实现历史街区由

“线”到“面”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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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的魅力在于其釉色，就像
一个地域的文化底色，总是极为出
彩的那部分。

如何把历史留下来的珍贵财
富保护好、利用好，慈城看中的同
样也是那抹最亮的文化底色。挖
掘传统文化，为其着上新色，是慈
城镇推进“文化立镇”的重要注
脚。慈城把第一道目光投向了慈
孝文化。

行走在慈城的雕栏玉砌间，它
就像摆满沙发电视空调的客厅中
悬挂的一幅老照片，镶满了时光的
碎片，历史上一个个生动而感人的
慈孝故事犹如一颗颗珍珠点缀在
古城的大街小巷，如此鲜活。

早在 2000 年前的东汉，慈城
的谈妙涧边就诞生了被和帝敕封

为“孝子”的董黯。慈孝之风代代
相传，唐朝的张无择、宋朝的孙之
翰等被历代皇帝表彰过的孝子孝
女就有 30 多位。时至今日，慈城
慈孝文化外延不断扩大，内容更加
丰富，它已逐渐上升为和谐相处、
互敬互爱互助的新人际关系，由局
限于亲情的小爱向面向全社会的
大爱发展。

更难得的是，这里有着浙东最
完整的孔庙和“儒孝”传统、大量的
明清建筑，文化传承有了最为扎实
的媒介。

近些年来，慈城镇突出“儒孝”
主题，在古县城保护开发中对慈孝
古迹进行修缮，保留了张孝子祠、
节孝祠、孝子井等众多以慈孝为主
题的历史遗存。还通过建设慈孝

广场、敬老院、慈孝文化园等载体，
促进慈孝元素有形化，成为慈城居
民体验慈孝文化和丰富精神生活
的新阵地。

如今，慈城慈孝文化和基层文
化融合发展，使慈孝文化永续相
传。该镇取材“董黯取水”、“慈城三
孝”、“三娘孝子”等历史典故，借助
各类平台，组织专业文艺队伍和群
众文化队伍编演创作了一批文艺节
目，并在“中华慈孝节”等重要节日
活动以及日常群众文化生活中进行
演绎，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和共
鸣。近年来，慈城已涌现了一大批

“慈孝之星”、“慈孝家庭”，传递着社
会正能量，践行着核心价值观。

立足千年文化积淀，慈城群众
性文化也取得了蓬勃发展。目前，

该镇拥有各类文化团队 100 多支，
并涌现了周孟菊等群众文艺骨干
和古韵舞蹈队等品牌文化团队。
今年来，慈城结合“我们的节日”传
统古县城习俗及群众喜爱的文艺
活动形式，开展了“万马奔腾”庆元
宵文艺演出、历届慈孝之星（家庭）
慈孝事迹巡展暨慈孝特色文艺演
出、“五月五·过端午”传统民俗活
动等文化活动近60场次。

借助全省推进“文化礼堂”建
设的东风，慈城首批建成了半浦、
五星、勤丰 3 个农村文化礼堂，成
为农村开展文化活动的新阵地。
今年，该镇又着手建起了 3 家农村
文化礼堂，打造村民家门口的文化
生活阵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

如果说保护传承是文化发展
的前提，那么掘出文化的生产力，
则是文化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的延
伸和保障。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
发 挥 好 文 化 对 产 业 发 展 的 引 导
力，慈城正在加速破题。

旅游，是慈城文化转化为生产
力的一大力作。

慈城镇依托古县城文化这个
核心价值，旅游休闲产业有了较大
的发展。慈城以古县城 2000 年文
化传承为主线，把传统文化、民俗
文化、书院文化、旅游文化等像珍
珠般地串联起来，还集合了孔庙、
节孝祠、慈湖、慈江、慈孝牌坊、慈
孝碑林、孝子祠等富有江北地方特
色的景观，并配上时代特色的各种
文化活动，从而打造独具魅力的文
化主题景区。近年来，慈城又相继
推出“慈城慈孝文化一日游”、“星
期六·相约古县城”等旅游项目，受
到游客热捧。

目前，慈城古县城景区已成功
创建成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成

为 长 三 角 地 区 的 重 要 旅 游 目 的
地。2012 年，被评为第二批中国传
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

数据显示，2013 年慈城主要景
区接待游客 120 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 7600 万元。今年上半年，古县
城景区接待游客 40.83 万人次，较
去年同期实现较大增长。

文化游，慈城更重质量，打造
高品质的文化休闲旅游区域。

下一步，慈城在形象建设上，
进行由“线”到“面”的改造。继续
古县城的历史性修复，加快占地
15.7 万平米的民权路保护改造项
目，加快大东门及东护城河沿线的
改造建设，形成较完整的适于整体
开发的特色街区。同时加强交通
等环境的整治，营造旅游目的地的
整体氛围。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
产业导入，总体谋篇布局。

随着这些独特的历史文化资
源的逐步激活，在古朴外观里面沉
睡多年的儒魂商魄渐渐唤醒，一座
复活的古城开始重现于宁波的北
大门。

慈城的厚重文化还吸引了大
批文化创意企业，丰富了这个古县
城的文化业态。上半年，该镇共引
进浙江尚高文华发展有限公司、宁
波吉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宁波梦
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 7 家文化
创意企业。就在上月底，今年已数
次来慈城考察的浙江工艺美术大
师、浙江省越窑青瓷传承人孙迈
华，在慈城冯俞宅举办“孙迈华、孙
威越瓷青瓷展”，“瓷之源”、“青之

美”、“越之工”等 3 个展区展出近
百件越瓷文物和作品，引起业界和
社会的广泛关注。

创意产业在挖掘和提升地方
特色文化资源的同时，不断延伸产
业发展空间。据统计，慈城去年实
现文化产业增加值 1.1 亿元，同比
实现大幅增长。

不久前，电影《我的媳妇是女
王》在慈城取景拍摄，这也是今年
继电影《道士下山》和 36 集电视连
续剧《从爱情到幸福》等之后，在慈
城取景拍摄的又一部影视作品。
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修缮一新的古
建筑群，让慈城古县城的文化产业
链不断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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