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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烽、赵雁君把绍兴推荐给
您”“徐天进、汤汤对浙江历史名人王
阳明的精神世界心向往之”“杜正贤、
金元浦最喜欢的浙江美食是东坡肉”

“陈野、庞龙赞美浙江人的坚韧、聪
敏”⋯⋯

当“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系列采
访活动接近尾声，一组以“一抹江南”

“一页书卷”“一味鲜香”“一缕情义”
为主题的明信片随之诞生。此刻，这
些承载着山水人文、创新活力的小小
卡片，已从杭州遥寄向远方。

看到“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系列
采访之后，初到杭州的创业者常洁给
我们发来微信：“我选择到浙江发展，
看中的就是这里的人文氛围，还有浙
江人的务实精神；我眼中的浙江人，
就如《茶人三部曲》的主人公杭嘉和
一样，清瘦健康的外表下却有厚重、
讲情义、有担当的内心⋯⋯”她最想
把明信片寄给自己远在北京的母
亲。“我想邀请她9月到杭州品茶，还
想带她一起品读王旭烽的新书《望江
南》。”她说。

当明信片送到杜正贤手中时，
由他担任系主任的浙大城市学院考
古系已经迎来第一届新生。“考古系
从无到有，是许多人的心血，没有一
点勇气与魄力，没有点面向未来的
思维，是办不成的。”他说，活力浙
江，就写在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脸上。浙江是文物大省，未来，考古
系将为考古这项意义非凡的事业输
送人才。

在中国丝绸博物馆、浙江自然博
物院、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青年科研
人员、游客们在明信片上写下祝福，
薄薄的纸张承载着厚重的心愿，与今
天的浙江一起，“奔赴”远方。

跨越万水千山的明信片，拉近了
人们与这片土地的距离。虽然远在
法国留学，浙江大学校友“梨子”依然

时时牵挂江南：“杭州是我最牵挂的
城市之一，无论我走到哪里，我心中
总有一个位置留给她。”在浙江奋斗
10 余年的江西籍外卖小哥钟继业难
掩激动：“这些年，看着浙江的城市越
来越漂亮，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我希
望自己像这里一样，越来越有活力。”

与浙江有渊源的人，都在不约
而同地思考：今天的浙江，为什么需
要省域品牌？早在去年 8 月，省域品
牌主题词深化工作就已启动。参加
过其中两次座谈会的省政府咨询委
员会学术委副主任刘亭说：“这是一
件好事。”省域品牌作为一个省域
最鲜明的标识，既是提升综合实力、
凝聚精气神的重要方式，也是对外
展现整体形象、扩大影响力的关键
环节。

“就像一个城市无论有多少自然
的、社会的资源，总是千流一源、一以
贯之。”金元浦说，省域品牌就是一张
名片，它告诉我们城市应该具备什么
样子的“魂”，我们能从中体会到城市
的独特内涵。他期待，未来的浙江能
更好地发掘这种“魂”，拓展省域品牌
的内涵，通过数字化改革，将文化与
科技高度融合起来。

徐天进从省域品牌说起，说到了
自己的一个愿望——有一天，人们把
逛博物院当作日常。艺人可以在这
里展示制玉的流程，游客也可以在辅
导下上手加工，就像一种实验考古，
参与和体验文明的这种进程。“‘诗画
江南、活力浙江’，都不是虚的，是可
以触摸的，或者说，就蕴藏在日常
里。”他说。

⋯⋯
也许，省域品牌就像“一条路”，走

过它，就能梳理出一部充满生机活力、
不断超越自我的发展史、奋斗史、创新
史；而更重要的是，沿着这条路，我们
能够读懂当下，探寻未来。

当下、未来 省域品牌就像“一条路”当下、未来 省域品牌就像“一条路”

专家学者畅谈“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省域品牌

读懂一个鲜活的浙江
本报记者 陈 宁

今天的你，能读懂浙江吗？
两个月前，备受瞩目的“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省域品牌主题词，打开了浙江
人的畅想空间——8 个字很短，却蕴含
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绵延不断的两浙
文脉；8 个字很长，它连结过去与未来，
触发敢闯敢试的浙江人顺应时代、拥抱
变化。

日前，本报推出“诗画江南、活力
浙江”系列采访，18 位各个行业、领域
的专家学者畅谈自己眼中的浙江。一
次 次 对 谈 是“ 走 读 ”，更 是 思 想 的 激
荡。我们发现，江南的自然与人文，浙
江的精神与气度，早已浸润在他们的
基因里。

“这 8 个字很好地凝聚了浙江的昨
天、今天和明天，又凝聚了浙江的山
水、人文和精神。省域品牌的打造和
培育，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
作。”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何
建华这样评价。当“故乡、山水、人文、
发展、当下、未来”等高频词不断出现
在采访中，一个“鲜活”的浙江逐渐呈
现在眼前。

从富庶丰饶的杭嘉湖平原，到风光
旖旎的唐诗之路；从涛声依依的东海之
滨，到绿意绵延的浙南山区⋯⋯浙江是
江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历经岁月积
淀，那些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已经与人
相生相融，构建了“诗画江南”的现实
来源。

故乡，是采访中频繁出现的元素
之一。香樟亭亭如盖，人与自然合而
为一，这是考古学家杜正贤的老家东
阳岩前村；湖泊澄清碧绿，青山连绵起
伏，这是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的老家
慈溪东渡村；一粒稻米见证世界稻作
文化起源，这是文化学者金元浦的故
乡浦江⋯⋯

人与地域，总是紧紧相依。法国地
理学家阿·德芒戎曾说：“凡是人类生活
的地方，无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
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一种必
然的关系。”这些生于浙江、长于浙江的
人们，也最善于从熟悉的土地中汲取
灵感。

作家汤汤的不少作品里，都能找
得到故乡的影子。《汤汤奇幻童年故事
本》的灵感，来自于自己长大的武义南
缸窑村；《美人树》的创作起源于村口
的大树；《水妖喀喀莎》中蓝婆住的屋
子，是小时候晒谷坪旁的土房子⋯⋯

“故乡使我童年的心灵充满阳光雨露
和 草 木 气 息 ，一 直 温 暖 芬 芳 至 今 。”
她说。

76 岁的画家何水法，依然奔波于全
省各地，为的是寻找一朵灵动的荷花。

“同样是荷花，开在不同的地方，就有着
不同的景致。比如，西湖的荷花是一片
一片的，视野开阔；武义的十里荷花有
上百个品种，有单瓣的、复瓣的⋯⋯”在
他眼里，笔墨是中国画的生命线，水是
中国画的灵魂，写生是画家与生活的
对话。

大运河，是作家海飞脚印遍布的地
方。每当写作累了、需要找灵感，甚至是
无目的闲逛的时候，他总会沿着大运河
走下去。江南的意象，也刻在了这位江
南作家的笔下。这些年，他策划推动的
海小枪枪公益童书馆，大门距离大运河
边只有七步。

从小居住于杭州井亭桥
一带，中国工程院院士李
家彪自然而然有一种
对水的亲近。这种
情感，触发他在更
深更远的大洋探
索中留下自己的
人生轨迹，也驱
使 他 在 科 研 工
作中扬帆远航。

“ 浙 江 文 化 底 蕴
丰厚，但对于海洋
文 化 的 发 掘 和 保
护，依然亟待加强。”
他感慨道，浙江与水是
密不可分的。深埋在地下的
海洋沉积物，蕴藏着我们的历史和
人文记忆。

采访中我们发现，以浙江的山水风
光为起点，地域、人文、艺术、历史之间，
似有一条无形的“纽带”。

何建华更倾向于把“诗画江南”理解
为一种动态的意向。“这四个字让人产生
丰富的、可视性的联想，就是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还带有水墨江南的意味。这
种意境会展现出一种画面感，令人遥想
诗与远方。”他说。

故乡、山水
我们与浙江相生相融
故乡、山水
我们与浙江相生相融

江南之所以令人沉醉，不仅因为
山水风光，更因为一方人文、历史积淀
锻造出的人的品格。无论是身在异乡
的浙江人，还是在这片土地上奋斗的

“新浙江人”，都善于“闯”、勇于“试”、
敢于“冒”。

读懂了人，也就推开了“活力浙
江”这扇窗。“五千年前的良渚人，肯定
是当时最有活力的，这才给我们留下
这么神秘丰富的遗产。”良渚博物院

（良渚研究院）新院长徐天进颇有新意
地阐释了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环境
学派认为，文明的进展主要取决于环
境，人居住的大空间，对自身的影响很
大，这种影响必然又是相互的。”正如
不少人感佩他“接棒”良渚博物院（良
渚研究院）的勇气，他也被故乡永康五
金城问鼎全球的魄力折服。“这离不开
永康人骨子里充满活力的文化基因。”
他说。

安徽籍中科院院士钱前与浙江人
打了近40年交道。“在我看来，无论是
名人大家，还是普通工作者，都有不一

般的活力。”他笑称，自己几十年如一
日，候鸟般“南下北上”坚持分子育种事
业，或许也是受到了这种活力的感染。

这种活力，触发着人们不断探索
如何在时代浪潮激荡中塑造一个有希
望的浙江。

多年前，浦江的水晶加工产业飞
速发展，“散乱污”的产业模式对河流
湖泊造成破坏，这让身在北京的金元
浦皱了眉头。“生态是浦江的天然优
势，人、环境与经济的相融，能够催生
出最大的发展动力。”现在，饱受诟病
的“牛奶河”“垃圾湖”得到治理，金狮
湖、翠湖、通济湖碧波荡漾。“家乡改革
发展的新面貌，增强了我们的归属感
和自豪感。”他说。

西安人张颖岚到浙江大学工作
刚满 6 年，他感叹于浙江正以饱满活
力续写文化遗产的诗篇。从西湖的
免费开放，到良渚遗址管委会的成功
运作，再到当下“千座乡村博物馆”的
积极建设，浙江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和利用上的“思路”和“闯劲”让张

颖岚印象深刻。他说：“这种‘活力’
不仅使这些遗址、古建筑和文物能够
为公众所认知和了解，还在于使这些
与现代生活已经拉开一段距离的遗
产，能够在现代生活中发挥出一种文
化的推动力。”

现在，在内蒙古长大的设计师韩
绪，对新时代的浙江村庄有了不同见
解。几年前，他参与了浙江省农村文
化礼堂视觉形象及符号系统设计，创
作团队在 4 个月的前期调研中，通过
完整记录、体验“农村 24 小时”，融入
当地文化生活。他有些意外地发现，
不少农村已不再是“落后、闭塞”的代
名词。浙北平原地区，不少村民自办
企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村
民”。“这股发展的劲，不分城与乡，都
是新时代浙江的写照。”

“改革开放后的温州模式以及现
代互联网经济都是很好的印证。”何建
华说，即使面临着发展的难题，浙江人
都勇于创新突破，这也是浙江的人文
精神。

人文、发展 塑造一个有活力的浙江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系列采访
期间，专家学者们不约而同推荐起自
己心中“最浙江”的元素。其中，有童
年时最喜爱的零食，有一道人尽皆知
的小菜，有一条车水马龙的老路，以及
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

一味小食

现在，沈石溪提起慈溪的盐炒豆
时，依然赞不绝口。宁波人喜欢叫蚕
豆为倭豆，蚕豆可以套种在棉地里。
因为慈溪是个大棉仓，所以蚕豆的种
植面积也很大，产量高、品种纯。慈溪
人爱吃土生土长的蚕豆，把蚕豆加工
成芽豆、豆板、油炸豆板、油盐炒豆等，
其中的盐炒豆就是一种别有风味的家
乡特产。

一道名菜

王旭烽喜欢吃的“炒二冬”，是杭
州的一道特色名菜，属于冬令时菜。
每年临近小雪时，老杭州人就把当地
生产的长梗白菜买回去，在马路边晾
晒几天，等到青叶微微发黄的时候，再
把这些叶子放入大缸。先铺一层叶再
撒一层盐，用脚踩实，循环往复，直到
把大缸塞满。最后用一块石头压住。
20天后，让人心心念念的冬腌菜就做
好了。此时配上刚出土的冬笋，就做
成了“炒二冬”。

一条老路

杜正贤与杭州的中山路有着不解
之缘。他从事文物工作35年，其主线
即南宋临安城，就是围绕着中山路两侧
旧城展开的。杜正贤曾主编了《杭州中
山路》一书。从书中，你可以看到现实
与历史的交织，诗画与活力的相融。

一座名城

张颖岚刚搬到杭州时，常去杭州
黄龙体育中心边的一家面馆吃牛肉
面。坐在临街的窗口，他观察到，驶来
的车辆在望见过街的行人时，都一一
放慢了速度，耐心地停在斑马线前等
待。细节之处的文明与温度让初来乍
到的他“非常感动”。定居下来，他融
入得十分顺利。将来，这位陕西人也
打算一直留在他爱上的江南。

专家心中
“最浙江”的元素

链接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系列采访期间，我们提炼出专家学者们提及的高频

词，制作成一组共5张的明信片，把浙江的山水、人文、创新“遥寄”远方。

文案 李娇俨 设计 林琳 朱梦琳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心中最美的风景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心中最美的风景——被形容为被形容为““浙东香格里拉浙东香格里拉””的杨丰山村的杨丰山村。。 仙居县朱溪镇供图仙居县朱溪镇供图

扫一扫，进
入“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系列
采访专题

↓ 去年，杭州人、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家彪以首席科学家
的身份，带领中国第 12 次北
极科考队赴北极考察。

受访者供图
← 考古学家杜正贤带着记者
走访他最为熟悉的杭州南宋御
街。 本报记者 余碧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