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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我们的精神文化家园

传统文化是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

和，其内涵是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中华民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绵延不断的悠久

历史和灿烂文明，传统文化早已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我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

道路上，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事实上，

现代化和传统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必

将在现代化的伟业中得到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积累

得越多，现代化的目光将会更加深邃，责任感和使命

感将会更加强烈。人们在传统文化中获得的历史文化

知识，更加有助于了解国情，提高文化素质、道德素

质和审美素质。

鄞州区文化馆副馆长陈素君同志，长期从事群众

文化工作，与鄞州的民间传统文化相守相望。自 2007

年至今，其投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地毯

式的普查开始，阡陌田野，采撷记忆，聚沙成塔，到

组织编写《甬上风物——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

调查（鄞州卷）》，接着出版了个人专著《鄞州传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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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2011 年尾，《甬上风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大观（鄞州卷）》隆重推出，更是好评如潮。

尤其令陈素君醉心于这一事业的是传统文化遗产

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各乡镇、各行业涌现出

来的非遗传承人，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文化家园守望

者，他们见证着鄞州人民的勤劳，浸润着先辈们的智慧；

他们不事雕饰，朴实无华 ；他们忠于信仰，默默奉献 ；

他们串起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勾勒出地域城乡风情。

她感动于这种精神，矢志为他们服务，并由此衍生要

替他们编一本《守望者：鄞地乡土文化传承者记》的书，

来褒扬这些可敬的人们。对这一计划，我深表理解和

支持。

一年后，我看到了《守望者 ：鄞地乡土文化传承

者记》的书稿，三十四位传主——鄞州传统文化文明

守护者的代表人物，以年龄为序，逝者领先的阵容，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线，其中有我的师长、敬

仰的前辈，更有众多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人物，他们事

迹有别，风格迥异，但坚守、捍卫传统文化的可贵精神，

同样感人至深。我谨祝愿《守望者 ：鄞地乡土文化传

承者记》的成功问世，并由此发起我们的热情、智慧

和追求，凝聚更多的力量，共同把文化遗产保护的神

圣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施孝峰

201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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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文磁，号静俭，鄞州区大嵩

人，1914 年 3 月生于大嵩乡一个殷

实的职员家庭。少年时，从国学家

杨霁园学习国学，20 岁至上海正风

文学院国学专修科学习，1935 年毕

业。一生以从教为业，任鄞县正始

中学文史教员近二十年，曾任教导

主任、副校长，桃李芬芳。系新中

国成立后鄞县知名民主人士。后蒙

冤被划为“右派”，获“历史反革命

罪”，久经磨难二十年。“文革”后，

摘帽纠错，诗作编为《静俭庐诗选》

及《续录》等。

先生是甬上当代著名诗人、文

史家、书法家。前后耗时四十余年，

历尽厄难与艰辛，编纂词典《描写

性辞语类编》。2013 年 4 月病逝，

享年 100 岁。

2013 年 4 月，宁波诗坛耆宿、

桑文磁：他的坚守，一代人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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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师桑文磁的百岁人生悄然谢幕。几乎与此同时，一群

后辈学子为他整理编辑的诗文集《静俭庐存稿》由浙江古籍

出版社出版。

透过书页，老人的身影仿佛仍在眼前。他的诗文，有着

当今鄞州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罕见的高水准，作品中展现的鄞

州地域风情里，有他对家乡文化浓得化不开的热爱。

三十余年里，桑文磁守望耕耘在传统文化的麦田里，他

的坚守，推动着鄞州文脉的延续。他的风骨，荡涤出一代传

统知识分子人格的光辉，照亮着后辈学子前行的路。

严谨治学

《静俭庐存稿》是目前收录桑文磁诗文最完整的书籍。

发起此书编辑整理工作的是鄞州区委党校党委书记、常

务副校长杜建海，他告诉记者，此次收录的有近 800 首诗作，

大多数是桑文磁在 1978 年后写的，其“文革”前的大量诗

作散失。“1978 年前的诗文，桑文磁随写随弃，仅留存次子

桑炳蔚暗自抄录的六七十首。”杜建海遗憾地说。

2003 年，正始中学退休教师、桑文磁的学生俞光透不

忍看见老师的诗作逐渐散佚，整理编辑了《静俭庐诗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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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录》，共收入诗作 400 余首。“这次整理编纂，在《宁波

吟草》、文稿纸、笔记本、信札，甚至是报纸边角空白处等，

陆续发现桑老大量作品，还从诗友、亲友、学生提供的线索

中找到一些。”杜建海说。此时，桑文磁已在医院住了三年，

关于他的诗文手稿收集，几乎带了点抢救的性质。

应鹤鸣就是为诗稿的收集整理提供大量信息和资料的学

生之一。他是桑文磁35年前的学生，热爱传统文化尤其是诗

词文学的他，在离开学校后，依然有空就往老师家跑。在三十

余年时间里，他目睹了桑老不顾年事已高，埋头耕耘，写诗，

练书法，为名胜古迹题写诗词楹联和各类碑记。至今，梁祝公

园、天童禅寺、阿育王寺等还留着很多桑老的作品。

“他写那些碑记文章，都是亲自到实地考察、采访，很

多时候根本就没条件吃午饭，有时还赶不上班车，他就一个

人走几十里路回家，当时他已经是七八十岁了。”应鹤鸣说，

在这三十余年间，桑文磁还参与编写了《甬上耆旧诗》、《阿

育王寺新志》、《描写性辞语类编》等书籍。

桑文磁是甬上一代文宗杨霁园的弟子，杨霁园孙子杨光

型认为，桑文磁在弘扬中华文化和保存地方文献方面做了一

些很有价值的事，“爷爷曾经评价桑文磁作诗做学问都是精

心锤炼，用心下功夫”。

深厚的国学功底，勤于笔耕、创作，使桑文磁在鄞州乃

至宁波文化界有着较高的声望。应鹤鸣说，桑老对传统文化

断层现象一直觉得遗憾，也一直想着为文化传承尽自己的力

量。晚辈中有国学、诗词等方面请教他的，他都很认真对待，

热心鼓励，严格要求。“他治学很严谨，曾说过，写诗用词

一定要有出处，不能生造。”应鹤鸣说。

坚毅风骨

“小坛黄菊几时栽？昨日含苞今晓开。莫向秋风矜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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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天还有老梅来。”这首《咏菊》是《静俭庐存稿》中收录

的创作年代最早的作品。这首桑文磁创作于青少年时期的小

诗，似乎是他面对人生风雨磨难却笑对风雪的精神写照。

《静俭庐存稿》中，长达十几页的年谱，首次将桑文磁

风雨百年的人生，完整而简洁地呈现。

桑文磁出生在大嵩，家境优越，15 岁师从杨霁园学习

国学，17 岁写诗作文，25 岁开始教师生涯。28 岁为抵制日

伪奴化教育，在东钱湖陶公山王家参与创办鄞县联合中学第

一分部。33岁受聘于正始中学，10年后任副校长。近 70年

间，正始中学对于他，有着一种深厚的情缘和亲情般的归属

感，至今学校里还存有他的诗词、墨宝。他在正始中学几十

年的从教生涯，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统知识分子精神的

弘扬，对后来的学子有着一种感召力。

45 岁，正是年富力强、意气风发的人生阶段，而 45 岁

的桑文磁却被划为右派，开除教籍。在此后的 20 年里，他

经历了多次抄家，首饰、银圆、古画、碑帖和各种器物尽行

没收，书籍被烧毁，只残存半部《辞海》。之前所写的诗词、

文章一并成为烟尘，积累近二十年的描写性词语资料丧失殆

尽。二女儿跳水溺亡，老伴双目几近失明，长期卧病在床，

花甲之年，患精神分裂症十余年的长子也先他而去，再次白

发人送黑发人……

对这些苦难，二儿子桑炳蔚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我

记得父亲成为右派的那个晚上，我只有八九岁，从不抽烟的

父亲整整一个晚上都在抽烟，没有睡过觉。在我们破旧的小

屋里，煤油灯下，母亲哭了一个晚上。”

但桑文磁没有被打垮。他白天劳动，晚上带着儿子到山

里开荒，种了一地番薯，艰苦的劳动让瘦弱的桑文磁经受着

身体和意志的双重考验，手上时常出血，伤痕累累，但他坚

持下来，时常对家人说，死掉是容易的，活着是困难的，我

们不能选容易的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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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父亲来告诉我平反的消息时，我正在田间劳动，

这么多年，我从没看见父亲这样高兴过。”当时的桑文磁已

经 65岁，20 年右派的帽子以及那些屈辱痛苦的岁月，让一

个有着强烈自尊意识的知识分子受尽煎熬。

“他在那段岁月里的忍耐、坚强，是一般知识分子难

以做到的，更让我感动的是，受过这样的打击之后，他在

七八十岁的高龄时，又重新开始编写原先被毁的书稿，像这

种不被打垮、不气馁的精神，给后人很多启示。”学生俞光

透说，桑文磁在 90多岁高龄时终于将编写了 60年的《描写

性辞语类编》一书出版，多年来，他帮着整理桑文磁的手稿、

著作，更多的是被桑老的执着坚毅所感动。

“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这是桑文磁

曾经写过的名句，应鹤鸣认为，这也是高龄的桑文磁追求的

人生境界。

精神传承

“我时常一遍遍读父亲的诗，通过画笔把诗句的意境表

现出来，这样的时刻，我感到父亲不曾远去，我和他在精神

上是如此接近。”桑炳蔚将桑文磁的诗作，通过画笔渲染纸上，

完成父子两代人在文化上的沟通交流。兰、梅、莲，三幅写

意中国画，三种象征高洁精神的植物，是桑炳蔚眼中桑文磁

的风度和风骨。

“静俭”是杨霁园为桑文磁所起之号，取“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之意。桑文磁一生，对得起这两字。

文史专家戴松岳认为，桑文磁对于鄞州的人文历史有着

双重的标本意义。漫漫百岁人生，其经历是一代知识分子一

路走来的缩影，同时，他对于鄞州文化的创造和传承，有着

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守望的姿态，是鄞州精神的一种投射。

《静俭庐存稿》一书的出版，也是一种有着鄞州特色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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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象。一方面体现着

鄞州地方政府对地域文化

传承的重视，另一方面，

一些有着文化自觉和使命

感的后辈学子和亲朋好友，

利用业余时间，不计报酬

得失，以志愿者的方式进

行着各项艰苦工作，体现

着来自民间的对地域文化

的热情和尊重。

桑文磁在鄞州的出现，

离不开来自地域精神中的

文化自觉和自强。《静俭庐存稿》的出版，体现着政府和民

间对文化的重视和使命的担当，也体现着鄞州精神的传承和

弘扬。

应鹤鸣说，《静俭庐存稿》的出版是后辈多年的心愿，

但桑老一直谢绝出版，一方面是自谦，另一方面他不想给别

人添麻烦，这样的自律和谦虚令人敬重。去年 6月，正始中

学在横溪卫生院为桑文磁庆贺百岁诞辰。同月起，《静俭庐

存稿》开始编纂。

杜建海说：“我们这些参与编纂的人，在这个过程中，

再次重温了桑老的精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到心灵上的洗

涤和升华。”当年，杜建海组织搜集编纂《横溪文化大观》，

也离不开桑文磁的引领。

一种治学的精神，一种人格的力量，一种人生的境界，

一种大家的风范，一种对文化的热爱。透过桑文磁的作品，

可以看见地域文化在百年岁月中的光芒。将文化的梦想坚

守，将鄞州的精神传承，这是当代鄞州人的使命。

（吴海霞　俞珠飞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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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时奋，鄞州区古林镇蜃蛟村

人，1949 年 5 月生于宁波市区里，

后因故举家迁往农村。小桥流水的

江南田园风光滋养了他的灵魂，给

予他自由洒脱的审美态度。他在农

村学校读至高中，应征服役 8 年，

退役还乡后先后在曲艺队、展览馆、

剧团、报社、电视台任职。1985

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并投身

文学创作，有小说、报告文学、电

视剧本、散文等 300 余万字发表。

2012 年 10 月 1 日因病辞世。他为

故乡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博学多能　才艺兼备

周时奋先生是一位大家公认的文

化英才，一位纯粹的文人。他自幼敏

而好学，孝友谦恭，慎思笃行，为乡

周时奋：为当代宁波文化事业而生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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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所称道。他

这一辈子，几

乎把自己的全

部 智 慧 和 生

命，都奉献给

了他所钟爱的

民族与浙东地

方文化。他对

民族文化特别

是浙东文化的研究、认知、抉微、阐述、传播和教育，几乎

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出口成章，落

笔成文，万言之词章一日可就，用功之程度几乎无人能及。

在文学创作、音乐美术、戏曲影视、建筑雕塑、史志国学、

哲学宗教、语言民俗、教育传媒、文物博物和企业商业文化

等各个领域，他都悟到精神，见解独特，已先后出版了 40

多种著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词章，留下近 20 部尚未

公开刊行的文稿、手稿。著述总量达到近千万字。

在文学领域，他出版了《屋檐听雨》、《一半秋山带夕阳》、

《随风飘散》、《风雅南塘》和《上海城市旅行笔记》5本散文集；

创作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半边莲，淡蓝色的小花》曾获首

届《江南》文学奖；10 多篇报告文学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宣

传效应，其中《太阳底下是土地》获“中国潮”百家期刊报

告文学奖项；编写了 8本中外名人、画家的传记，其中《八

大山人画传》、《文艺复兴三杰画传》分别在韩国、中国台湾

出版；他创作过歌词、古体诗，擅写碑铭文赋。

在语言学方面，他编著出版了《活色生香宁波话》，多

次重印再版。

在民俗学方面，他出版了《市井》、《宁波老俗》、《宁波

老城》、《宁波老墙门》等著作。

在文史方志学领域，主编了《鄞县志》，并获全国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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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项，发表过《民国时期的宁波商人治水》、《从“桓溪”

看全祖望文化主义立场》等一系列论文；出版了 8部历史普

及读物，其中《重读中国历史》、《历史之美》分别在韩国、

中国香港出版，有的被国内外高校选为大学生的通识读物；

又为宁波和上海两地撰写出版了六本地方文化类著作。

在影视方面，他导演的电视剧《风起远岛》，在中央电

视台播出；为 10多部电视专题片策划并撰写解说词，其中《中

国越剧》（十集）、《宁波商人》（五集）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话说鄞州》获浙江省广电新闻奖一等奖。

在文物和博物馆领域，他为宁波（鄞州）博物馆、舟山

博物馆、宁波帮博物馆、宁波港口博物馆、南宋石刻公园博

物馆、浙海关遗址博物馆、鄞州滨海博物馆、黄古林草编织

博物馆、明贝堂中医文化博物馆和鄞州革命纪念馆等 10 多

座博物馆编写了陈列大纲，有力地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高水

平发展。

在科普方面，他筹建了华茂外国语学校校园科技馆，编

写了科普读物《科学之美》。

在宗教方面，他以天童寺为经纬，撰写了阐释禅宗思想

的《天童道上》。

在国学方面，他博览

群书，梳理了国学脉络，

出版了《国学概论》。

在教育方面，策划了

华茂集团世界教育博物馆

和国际教育论坛的筹建。

在工商金融领域，撰

写了《金融道》、《杉杉关

键词》和《阳光道上：40

年华茂的 100 个关键词》

等 4本著作，其中《金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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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 30余次，曾在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名列第三。

他主编的《鄞县志》，既是对民国以来鄞县史志优秀传

统的继承，又是对新时代史志学科的阐发，成为同时期史志

领域的标榜。

他满怀激情的赞美人类、赞美历史、赞美民族、赞美家

乡、赞美一切人间的美好！

他所著述的散文集《屋檐听雨》、《随风飘散》；文史类

著作《重读中国历史》、《历史之美》、《创世纪第二十章》、《国

学概说》、《地中海的秩序》、《市井》；地方文化类著作《宁

波老城》、《宁波老墙门》、《宁波老俗》、《话说鄞州》、《风雅

南塘》和《活色生香宁波话》、《天童道上》、《上海城市旅行

笔记》等；还有《金融道》、《阳光道上》等工商类著作，《文

艺复兴三杰画传》、《扬州八怪画传》等艺术类著作，无不令

学界、业内人士乃至社会读者群体交口赞誉；他一生所取得

的文化成就不胜枚举，赢得了所有认识他、与他同事，或未

谋其面但识其文的读者诸君的尊重。

勤奋耕耘　慈孝友睦

周时奋先生一生勤奋耕耘，忘我工作；但知奉献牺牲，

不计名利得失；待人接物敬重孝友，急人所急有求必应；博

古通今堪为人师，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勇于创新，倾力把

优秀的现代化企业精神和先进的文化理念，融入工商企业提

升发展的战略实践中；他虔诚探索，一心把地方文化传承发

扬的高尚精神留驻当世，启示后人。

2003 年以来，在文化创意领域，他带领广大同人为宁

波市内外公共空间、旅游、商业等近 30 个环境项目开展了

人文设计，在国内大学开创了多学科集成的空间环境文化创

意的实证研究领域，其中鄞州区法院“法文化”环境创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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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法文化”建设的典范，在全国法

院系统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时奋先生知识渊博，文思敏捷，出口成章，下笔成文，

高屋建瓴，富有远见卓识，他的业绩不胜枚举，赢得了认识

他或合作过的同事、同人们的一致赞誉，他是当代宁波文化

的一支标杆。

他慈孝友睦，待人真诚，敬重前辈，尊重他人；热心扶

掖、鼓励宁波文化领域的诸多后学，凡事有求必应，乐于助人；

热情洋溢地为宁波近 60 位作家、文史学者等的著述，包括

普通文史爱好者的文稿精心撰写序跋；还经常受邀出席各级

各类文化方面的座谈会、论证会、研讨会，指导、帮助他人

不遗余力，无私无怨。他不愧为宁波当代文化建设的主要领

军人物之一。

周时奋先生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以工作、

事业为重，乐在其中，率性为文，忘我工作。在鄞县宣传文

化系统工作期间，因工作需要，曾经一人同时兼任六个局长

级职务。在期工作期间，鄞州创办了国内县（市、区）级品

位首屈一指的鄞县报、鄞县电视台，编纂了《鄞县志》。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