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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乌篷船、一碟茴香豆、一坛黄酒、
一曲越剧，当游客踏上绍兴这片土地，感
受景在城中、人在景中的古韵流溢，无不
陶醉其间。绍兴进入地铁时代后，与杭州

“同城”，为古城文旅发展带来新气象。绍
兴高水平推进网络大城市新定位的当下，
该如何做好文化交流的文章，利用交流互
通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交流必然是能深入交融且会产
生后续效应的，两座城市要想联动，首先
就要深入研究挖掘城市之间的文化关联，
找寻深层次的交互点，并形成差异化特
色，用网络化大城市的理念来做文化旅游
的文章 。”何俊杰说。

今年以来，绍兴加速推进融杭联甬接
沪产业布局，以文旅为纽带，做杭甬“双城
记”的“金扁担”。“绍兴将立足自身文化底
蕴优势和旅游资源禀赋，努力成为架起杭
甬绍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文化引擎，开展
一系列合作联动，推动两大城市相向发
展，绘就诗画江南美景。据市文广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绍兴即将举办大运河文
化主题活动，前往杭州、宁波做推介，为构
建江南文化圈讲好运河文化故事。

增强文化自信的可贵在于能够打破
时空的阻隔，引起心灵交流与精神共
鸣。除了文化在城市间的交互，绍兴
还通过文化艺术的繁盛，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提升良性循环，让文

化与人心交互。
何俊杰表示，“要创新性的来做公共

服务，这不是简单的文化搬运，更多的是
一种互动。”文旅融合以来，绍兴不断以文
化赋能乡村，用文化的力量唤醒乡村潜
能。

今年 3 月起，绍兴市在越城区、柯桥
区、上虞区 3 区 12 个村建立“高质量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基层联系点”。六峰村建立
了图书流通站，打造“山下书房”；倪梁村
挖掘“倪元璐文化”、剪纸、竹雕三大亮点，
由村内剪纸非遗传承人孙汲闻等开展培
训；安桥头村和皇甫庄村联手举办首届水
乡社戏活动，打造“文化盛宴”。绍兴用创
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打通公共文化
服务“最后一米”。

用培育文化的方式开展有滋有味的
文化服务内容，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与责
任心是关键。接下来，绍兴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将在全市全方位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建设，丰富民众的精神世界，为文化振兴

“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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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 年前，华夏始祖大禹在此会诸侯、成治水之功；2500 年
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在此图强兴国。绍兴作为全国首批历史文
化名城，源远文脉透过历史长河，以厚重又不乏灵动的姿态萦回其
间，众多历史、文化遗存历经风雨却仍熠熠生辉，时看时新，绍兴也
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到绍兴旅游，就是走进绍兴浓得化不开、多得数不尽、美得放不
下的文化迷宫里。鉴湖之畔，乌篷船划水泛起的层层涟漪；黄酒小
镇，街角巷尾飘散的阵阵醇香；阳明故里，寻访知行合一时散落的点
点乡愁⋯⋯四方游客踏上这片土地，不管是走马观花，或是潜心解
读，每次都有新收获，这就是绍兴致力文旅融合得天独厚的优势。

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何俊杰表示，
绍兴 2500 多年文脉不断，留下众多文化宝藏，面对灿烂辉煌的历
史文化资源，需要通过创新性激活与创造性转化，对优秀传统文化
进行挖掘、开发与弘扬。

“要用网络思维将文化资源串联并转化为旅游资源。”何俊杰
介绍，以文旅融合为契机，绍兴文旅工作围绕“建设文化高地、打造
最佳旅游目的地、争创文旅融合样板地”三大目标，通过深挖文化
历史内涵、厚植人文优势，为重塑绍兴城市文化自信拓展了思路。

为此，绍兴积极推进全市文化旅游资源普查与挖掘工作，组建
“浙东考古基地”，扩充考古研究所的编制，加快对越国王陵、宋六
陵等历史遗存的考古，进一步夯实绍兴在江南的历史地位。不久
前，绍兴在国家级非遗舜王庙会上还发布了全国首张《浙江尧舜遗
迹图》。

何俊杰说：“浙江大地上一直有尧舜禹的传说和故事，我们启
动对绍兴尧舜禹迹的研究和资源转化，系列编制尧舜禹迹图，就是
要证明尧舜禹在绍兴是真实的历史。把历史名城、越国古都与上
古时期的文明之光融合在一起，把尧舜禹文化根植于人们心中，是
历史赋予当代人的责任和使命，可进一步增强绍兴人的文化自信、
历史自信。”

文化因人而兴。游走于悠悠古韵，这座白墙黛瓦的江南古城
里，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小桥，都写满了自己的故事。千百年来，不
计胜数的名人雅士在此驻足、停留或居住，让绍兴在一众江南古城
中脱颖而出，赋予了掷地有声的江南风骨。鲁迅故居、周恩来祖
居、徐渭的青藤书屋⋯⋯一个个文化基因穿过历史的重重帷幕，幻
化成形，解码文化传播的发展实践，绍兴雄厚的名人资源也使绍兴
多了份“不易被模仿”的底气。

近年来，绍兴深挖名士资源，与游人分享名人文化。
围绕王羲之、王阳明、徐渭等历史文化名人，绍兴相继举办系

列展览，大力彰显了绍兴文化优势，打造出具有鲜明辨识度的名城
绍兴文化标识。

围绕《绍兴市名人故居激活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全
面加强名人故居保护，激活名人资源。建立标识系统，在实施展
陈、更新项目的基础上，利用不同的维度激活故居与古宅，打造旅
游精品路线，推动“古城复兴”。通过打响“跟着课本游绍兴”的研
学游品牌，以一种乡贤的教化力量，传承乡村文脉，奠定乡村振兴
下的人文基础。

古城复兴是绍兴人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载体，通过激活其中
的小切口与小布局，以点带面创新利用文化资源，吸引人们前来一
探究竟，感受文化故事带来的独特研学体验，打造文化产业高地，
增强文化自信。

寻根溯源
活态传承激发古城活力

绍兴的文化自信，在于站得够高。
鲁迅虽然不能再说话，但每当需要表

达时，网友总喜欢引用他的话以壮声威；
王羲之虽然不能再写，但兰亭曲水流觞依
旧，“天下第一楷书”让人一遍遍地诵读、
揣摩；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已成陈迹，
但人们在越剧里、在沈园、在放翁诗词里
一起伤心至今⋯⋯

2021 年绍兴揽获“东亚文化之都”称
号，让绍兴的文化产业发展和城市形象传
播再攀高峰，也让赓续千年的古城绍兴至
此站上了世界的舞台，向世界讲好“绍兴
故事”，成为绍兴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议题。

立足世界之窗口，如何彰显绍兴的性
格和气度？在绍兴文旅人看来，“东亚文化
之都”不仅仅是一个称号，而是一个更高要
求下的城市文化功能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绍兴用“大禹、王阳明、鲁迅、书法、黄
酒”五张金名片，在虚实交融的文化印记
之间，开展文都朋友圈的文化交流与文明

互鉴，讲好绍兴故事。
近年来，绍兴推出徐渭诞辰500周年、

王阳明诞辰550周年、鲁迅诞辰140周年、
袁雪芬诞辰 100 周年等名人纪念活动，以
及中国越剧艺术节、阳明心学大会、兰亭
书法节、公祭大禹陵等大主题活动，让绍
兴文化与世界文化相融。

结合亚运主题，绍兴组建了东亚文化
之都旅游宣传跑团，参加绍兴国际马拉松
赛事；开展迎名家走诗路赏文都活动。接
下来，绍兴还将针对不同地域开展亚运城
市国际化推广系列活动，全方位彰显绍兴
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宣传展示绍兴亚运城
市风采。

何俊杰认为，绍兴兼备自然、社会与
民众的力量，以文化之力推动中华民族的
复兴是绍兴的责任所在。绍兴通过持续
性挖掘、印证与创新发展，让文化有底气、
有支撑，是不可磨灭的文化标识，更是绍
兴以国际视野向世界讲述“绍兴故事”的
文化自信所在。

追寻高度
国际视野讲好绍兴故事

由于工作需要，常去绍兴开展调研活
动，闲暇之余也会约三五好友休闲度假。
百去不倦的原因，在于每次都能看到日新
月异的改革新姿，更能不断领略到浓厚的
文化情操，也感受到绍兴文旅人的坚守与
努力。

绍兴素有“东南山水越为首，天下风水
数会稽”的美誉，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
等 450 多位名人在这里留下了上千首佳
作。如今遍布全市的大禹治水、越国王陵、
西施故里等史迹遗存，云门寺、大佛寺、兜率
天等佛教名寺，百官朝舜、西施浣纱、梁祝化
蝶等美妙传说，更招来全球游客接踵而至，
寻古探秘。

绍兴具有“卧薪尝胆”及“胆剑精神”
的文化基因，传承后人改革争先及启迪游
客不忘初心。《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

“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
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胆剑精
神”凝结着“刚性”“柔性”“灵性”为一体的
人文精髓，既激励早期革命志士历经磨难
而不馁、饱尝艰辛而不屈，更鞭策当下游
客感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
牛”的无私奉献文化精神熏陶。

绍兴拥有“宋明理学”和“东亚文明”
的文化内核，深受东亚诸国的文人和高僧
认同和朝圣。“东亚文明”深受汉字文化、
道家思想、儒家学说、宋明理学、书法国画
等华夏文明影响，在中、日、韩、朝等国形
成了一脉相承的东亚文化圈。大禹遗迹、
唐诗之路、三论宗祖等也成了日、韩、朝学
者和僧侣寻根问祖与学术探讨的常旅之
地。

近年来，绍兴创新文旅融合理念，不
断交融激活山水资源和地域文化活力，塑
造了极具绍兴辨识度的发展新势能。从
构筑“一廊三带”π形文态结构到推出“三
百工程”，绍兴极力探索文化对旅游价值
链的渗透和辐射，在构建世界文化共同体
使命下，彰显了绍兴文化的精神、力量和
气度。

当前已迈入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新征
程中，相信绍兴一定能继往开来、承前启
后，借助不断完善提升的优质公共文化服
务，高水平高质量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再创辉煌，未来可期。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任、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智库主任委员 徐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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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诞辰王阳明诞辰 550550 周年之际周年之际，，绍兴阳明故里项目正式对绍兴阳明故里项目正式对

外开放外开放、、““阳明心学大会阳明心学大会””永久会址落户绍兴永久会址落户绍兴，，通过阳明文通过阳明文

化标识打造文化高地化标识打造文化高地，，成为绍兴在增强文化自信上的又一成为绍兴在增强文化自信上的又一

有力支撑有力支撑。。近年来近年来，，随着国家带动文旅融合开启随着国家带动文旅融合开启““加速跑加速跑””

模式模式，，绍兴加快多元要素共融的同时绍兴加快多元要素共融的同时，，把文化作为城市发把文化作为城市发

展的深层动力展的深层动力，，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让人们感受到绍兴让人们感受到绍兴

文脉的厚度与深度文脉的厚度与深度，，体验到文化加持下的旅游魅力体验到文化加持下的旅游魅力，，并通并通

过系列创新之举过系列创新之举，，频频发力树立文化自信频频发力树立文化自信，，在全国乃至世在全国乃至世

界舞台上绽放璀璨之光界舞台上绽放璀璨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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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涌“浙”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