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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故里

姚见阳明

一条阳明路，横贯余姚城东与西，
阳明路靠近西首的地方就是阳明故
居。纵贯余姚城南与北的，叫新建路，
这个“新建”，也取自明世宗封给王阳明
的爵位“新建伯”。一条阳明路，一条新
建路，支撑起余姚老城的道路骨架，也
解锁了那位550岁老翁的时空局限——

在余姚，随意问个路，你可能就与
王阳明不期而遇。

信息社会里，地名、道路命名是一

种特殊的生产力，是历史文化的活化
石，脚下的路铺向百姓柴米油盐的每一
天，也通往这座城市精神信仰的灯塔和
坐标。

诚然，王阳明有其人格与学术的巨
大魅力，但要真正成为一座城市灵魂的
凝聚、意志的展示、人心所向的力量，
并不是自由生长可得的，既需顶层宏观
谋划，与城市经济、人文进行有机统
一，也需在捏碎揉圆内化的过程中，再
凝练，再升华，这是项技术活，也是良
心活。

今天，在余姚所见的阳明故居，已
有近 600 年历史，历经天灾、战火，到新
中国成立后，已破败不堪，上世纪 80 年
代末，余姚市政府耗资近亿元对其进行
修复，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之，中天阁、阳明公园、龙泉山、
隐地龙潭等一大批王阳明文化地标整
装再现，建起“阳明史迹档案库”，搜寻
王阳明珍贵书迹、手书等，筹办新中国

成立后国内第一次国际性阳明学会议
⋯⋯

这一路，三十年，便是余姚的“一张
蓝图”。

按图索骥，有一个坐标叫龙泉山，
当年龙泉山结诗社算是王阳明人生中
恣意的一段。而今，姚剧保护传承中心
安居于此，姚剧《王阳明》便出自这里。
该怎么演？能做的只有，无限接近他！
这段路，第一代“王阳明”扮演者寿建立
团队花了3年时间。而也是这个婉转唱
腔间的“王阳明”，上过首都，去过中国
台湾，到过日本，100 场演出大获成功！
在余姚，类似对王阳明的动态演绎和创
新拓展的文艺精品力作，层出不穷！

稍留意，便会发现“阳明”两字在余
姚人的生活里是高频词汇。余姚122所
中小学校中，以“阳明”命名的就有 12
所。作为民营企业汇集的全国百强县，
余姚有四百多家企业打着“阳明号”⋯⋯

可见，阳明印记已深深拓印在余姚
大地上，这张文化名片正闪闪发光。

阳明印记 城市文化金名片

（（本版图片由余姚市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由余姚市委宣传部提供））

余姚深挖阳明文化当代价值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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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台风“梅花”
来袭，鹿亭乡中姚村网格

长 俞 赵 江 在 湍 急 水 流
中，逆行开闸泄洪，保
一村百姓平安，最近，
他 上 榜 2022 年 第 三
季度“余姚好人”榜。
在余姚，民间设奖、群
众评奖、好人获奖的
奖项达140余个。

崇德向善处处景，
这得益于余姚深挖“致良

知”“知行合一”等阳明文化
内在精髓的当代价值，涵养

当地社会方方面面，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打造道德高地。

余姚市社科联秘书长谢建龙 2016
年起便在网上创作运营了一档讲述王
阳明故事的音频系列节目，至今已有30
多万的播放量。2017年起，余姚全力铺
开阳明文化“六进”，进机关、进村、进社
区、进学校、进企业、进网络，让阳明文
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每个周一中午，余姚中学的校园电
视台会播放一档“传习不辍，实获我心”
栏目，由一名学生诵读一句阳明先生名

言，讲实践体会。学校还开设了“阳明
实验班”、推出“心动力”校本课程，作为
道德教育的补充辅导，形成独具特色的
良知育人模式。今年，历时一年时间，
由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倾力编写的《图
说阳明》《寻迹阳明》《感知阳明》《品读
阳明》4 本《走近阳明》专题教育系列教
材正式推出，将陆续在余姚所有中小学
推广。

“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
贤”，今年以来，余姚还以王阳明追求人
性至善圆满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奋力争创宁波首个全国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示范城市。

在余姚，每一件善行义举都会被
“文明轨迹”大数据记录。余姚市委宣
传部、余姚市大数据局与余姚农村商业
银行在“浙里办”App联合推出“道德银
行”，运用区块链技术将社保、税务、市
场监管等政务数据调入集成至道德评
议环节，结合市民平时参加志愿服务和
社区活动、文明出行等文明轨迹，测算
出每个人的道德积分。大到贷款，小到

免费停车、理发优惠等，“道德银行”可
以兑换 300 余项礼遇激励项目。余姚
用“智治”构建起一个“好人有好报”的
诚信体系，从而激发更多群众崇德向
善，让这股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根据国家信用信息监测情况显示，
8 月余姚市综合信用指数在全国 383 个
县级城市中排名第49位，较去年同期上
升51位。

精神涵养 崇德向善处处景

用一座城，记住一个人；用一个人，成就一座城！
走在余姚街头，吴侬软语的姚腔中，常夹杂着天南海北的

口音，他们之中，很大部分是王阳明的“客人”。今年国庆长
假，工业之城余姚接待游客63.8万人次，旅游收入7.6亿元，阳
明故居等“阳明景”，正是游客首选的打卡地。

这以万计量的“阳明客”，一端连着余姚文化旅游产业的
大数据，一端又牵扯着这座城市里每个具体而微的口袋子。

“何记面馆”是本土网红餐厅，一碗黄鱼面，肉嫩面滑，汤
浓味醇，让长三角一带许多人的舌尖难以割舍，饕客们喜欢称
它为“知行合一”面，因为，一碗面做了二十多年，功夫与心力
早已化在细节处。

就在去年，总投资 139 亿元、总规划用地面积 1679 亩的
阳明古镇，首开一期府前路历史文化商业街区，仅一年多客流
量就超过 500 万人次，带动消费约 2.5 亿元，成为阳明故里余
姚的网红打卡地，印证了余姚活化阳明文化激活新消费的文
化自信。“何记面馆”在这里开出第三家、第四家分店，这算是
近几年来“何记”首次扩张。

“何记”迈开步子，追赶的是阳明文化圈粉的速度，阳明古
镇开业仅数月，日客流量最高飙升至六七万人次，古镇里的

“何记”营收比开在商业综合体里的万达店多两倍，较北滨江
路的20年老店也要胜出20%。

一碗黄鱼面糅合精神层面的王阳明，需细品，另一把“一
伞知余姚”文创伞，则大大方方亮出Q版王阳明，无论隐性的，
还是显性的转化，都在将阳明文化与余姚城的经济命脉链接
起来，殊途同归。

历史人物有着文化与市场的双重价值，文化通过消费流
淌于我们的物质生活中，变成现代人可触摸的文化产品，这是
极好的传播。

这种“链条”思维一旦生成，便可激发出万千组合，不胜枚
举。不久前，“余姚四明山研学线”从阳明故居出发，沿途经过
余姚梁弄汪巷、大岚隐地龙潭村等地，重走当年王阳明带着学
生游学的路线，也带火了沿线藏在深山冷岙里的小山村，民
宿、画室等新业态层出不穷，一大批村民铺开致富新路。

可见，余姚的阳明文化“含金量”很高，这里面深层的逻辑
是：诞辰550周年的王阳明“活”进了现代余姚的发展布局里，
与一个地域的未来同频共振。这才是谁也“抢”不走、谁也复
制不了的余姚王阳明！

文化筑城
与经济同频共振

今年是王阳明先生诞生550周年。

公元 1472 年 10 月 31 日，王阳明出生在余姚北城龙泉山北麓的一座民居内，从此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创立心学，立德、

立功、立言。

中国有句老话“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强调故乡是个人成长的精神底色，王阳明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无论走到哪，他的

根都是那姚江畔的小城。中央民族大学“网红教授”蒙曼才会感慨：“到哪儿去讲王阳明，都不如到余姚来讲王阳明。”

近年来，余姚充分汲取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精髓，深挖阳明文化当代价值，坚持把阳明文化浸润到文化强市建设的方方面

面，推动阳明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滋养四明大地，为余姚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样板注入强大、持久的文化力量，彰显“阳明故里、

心学圣地”的独特魅力。

阳明故里，是余姚。推开这 550 年的时空之门，余姚这座城与王阳明交织交融的一生，

且听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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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剧《王阳明》演出姚剧《王阳明》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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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读书社

阳明文化活动——中天阁论道

“吾心自有光明月”中秋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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