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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好，别是一乾坤。
雁荡奇秀、楠溪温润，秀美多元的

地理环境，孕育出山水诗派的灵动飘
逸；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
精神内核，流传近千载仍历久弥新。

民营经济重镇浙江温州，承袭敢
闯敢试的突破精神和开放包容的态
度，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坚
定文化自信，把民营经济的“金名片”
擦得愈加闪亮，将“创新史”续写得更
加扎实。

志气：敢为人先激扬时代浪潮

在温州鹿城区海坛山公园的茂
密树荫间，坐落着一座青墙灰瓦的建
筑——永嘉学派馆。

“这是南宋思想家叶适的代表作
《习学记言序目》，书中通过对历史
治乱与学术流变的批判性分析，系
统阐述了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
想，不少参观者都会在此驻足。”永
嘉学派馆馆长廖益凡指着展柜中一
册线装书说。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之江新语》
中写道：“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
的人文价值”；形容文化的力量“总是

‘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
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
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
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谈及温州，蓬勃发展的民营经
济、活跃进取的企业家等鲜明标识最
先跃入人们脑海。

“追溯温州厚重的历史文化积
淀，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深深烙印在
温州人的精神血脉中。”温州商学院
名誉校长李扬说。

燎原社史陈列馆位于温州瓯海
区郭溪街道的一座小山上。1956
年，“燎原生产合作社”率先试点“包
产到户”责任制的探索，在全国农村
改革历史中留下短暂却深刻的一笔。

既欠资源禀赋、又无特殊政策，
温州人在求是与务实之间，找到了辩
证统一的结合点，并在不断实践运用
中赋予其新的内涵。

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中国第一个专业市场、全国最早的股
份合作制企业、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一个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成为
温州作为民营经济重镇的切实例证
和生动注脚。

迈上新征程，经世致用、敢为人
先的精神内核始终支撑温州不断攻
坚克难、勇毅前行。

知名企业家早期创业的工具、尺
寸不一的票据、保存完好的奖状证书
……位于温州乐清的“四千”精神陈
列馆，2300 余平方米的展馆内，近
400 件物品集中反映了温州企业家

“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
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干事创
业精神。

“无论是永嘉学派的核心思想，
还是改革开放孕育出的‘四千’精神，
都是温州企业家的精神滋养，激励我

们再创新的业绩，努力为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浙江省工商联主
席南存辉说。

大气：开放包容推动文明互鉴

千年商港温州，因海而生、因
港而兴，在岁月长河中涵养开放包
容的大气。

700 多年前，元代温州籍画家
王振鹏绘就《江山胜览图卷》，朔门
港口的繁华场景跃然纸上：商贾云
集，舟行如织，瓷器等“中国制
造”由此出口海外。同时期，地理
学家周达观从温州出发，到访柬埔
寨后写下《真腊风土记》，成为研究
柬埔寨历史的重要文献。

瓯江温州城区段南岸，与江心屿
隔江对望处，是“2022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温州朔门古港遗
址。城门、瓮城、城墙、码头、沉船、干
栏式建筑、木质栈道、瓷片堆积带等
一系列重要遗迹实证了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繁盛和存续。

如今，温州加快提升开放水平，
运营近洋航线 16 条，中欧班列温州
号串联经贸往来，航空、海港口岸实
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开放为温州城市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活力，交流互鉴也让文明丰
富多彩。”温州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金
柏东说。

古今映照，同频回响。交通环
境不断迭代，交流合作在更多领域
结出硕果。

2006年5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推动下，温州大
学和美国肯恩大学正式签约，决定合
作创办温州肯恩大学。2024年设校
十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复信美国肯
恩大学校长拉蒙·雷波列特，鼓励中
美两国高校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
美友好贡献力量。

行走在温州肯恩大学校园，师生
们流畅地用中英双语交流，篮球场、
足球场上，中外学生组队并肩比拼的
场景比比皆是。

“我们将进一步办好、建强温州
肯恩大学，以此为平台增强文化认

同和情感互通，深化教育科技领域
的合作，更好促进中美青年的交流
交往。”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理
事长王北铰说。

近日，意大利学者唐云又开始了
她在温州探访的脚步。观巽山塔，访
扈屿桥……自 2017 年定居温州以
来，她深入城市街巷、乡村田间，走访
调查温州的非遗文化。

“温州包容开放，我能感受到深
厚的文化底蕴，也感受到淳朴热情的
民风。”唐云说，“我想向更多人讲述
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的故事。”

近年来，温州不断优化环境，积
极搭建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海上丝
绸之路城市影响力市长交流大会等
平台，吸引全国、全球人才集聚，在经
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中不断密切与外
界的交往，为当地发展赋能。

习近平主席向2019世界青年科
学家峰会致贺信指出，科技的未来在
青年。开展科技人文交流，推动青年
创新合作，是各国共同愿望。

自2024年下半年千吨级钠离子
电池新材料产线投产后，温州大学
教授侴术雷不停在学校和孵化企业
间奔走。2021年，借助世界青年科
学家峰会媒介，在国际钠离子电池
领域已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他带着
项目和团队落地温州，推动钠离子
电池产业化。

不拒众流，温州以开放胸怀拥
抱世界，用包容姿态书写新时代城
市华章。

灵气：守正创新凸显文化赋能

温州市永嘉县境内，烟雨蒙蒙，
竹排顺着清澈的楠溪江水从流飘荡，
远山的轮廓在云烟雾霭中若隐若现。

“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千
年以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游历于
此，有感美景写下诗句。穿越时光，
笔下的珠玑在此刻具象。

楠溪江沿线的芙蓉村，按照天人
对应的“七星八斗”理念进行布局，至
今仍完好保存30余处明清古民居、5
处明代大宅遗址。近年来，当地与同
济大学合作完成古村落保护利用规

划，还建设了石雕、宋瓷、瓯瓷等艺术
博物馆。

3 年前，职业音乐人闫硕跟随
“艺术驻村”计划入住芙蓉村，开设工
作室进行艺术创作，“很多像我一样
的艺术人士扎根乡土，和原住民一起
让村庄兼具烟火气和文艺范。”

“在山水诗的摇篮，不仅能沉浸
式感受文化保护的匠心独运，也真正
体会到活化传承的创新力量。”来自
上海的游客秦航飞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
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
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
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
史进步过程。

文脉因薪火相传延续，更因守正
创新激扬。

为唤醒激活更多文化因子，温州
在赓续保护传统的基础上，探寻文化
传承的创新途径，让古老文化在新时
代焕发出熠熠生机。

温州瑞安，长度不足 500 米的
忠义街上，古色古香的南戏馆正在
上演元末戏曲作家高则诚的代表作

《琵琶记》。
“边侧小舞台展现剧作家的创作

背景及瑞安鼓词艺术，主舞台表现戏
剧主人公的悲欢离合，这种创新的舞
台设计不仅丰富了视觉效果，也更好
地表现了剧中的情感冲突。”当地戏
迷蔡雯雯看完直呼过瘾。

“我们这版《琵琶记》既保留了原
著的精髓，更对剧情和演出形式进行
了深度挖掘与创新，让作品焕发出了
新的生命力。”瑞安当地剧团负责人
蔡丽雅说。

作为中国传统戏曲剧种南戏的诞
生地，温州创新推出“戏从温州来”南
戏经典文化周品牌活动。目前，该活
动已陆续走进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
等地，“南戏故里”品牌日益强化。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温州
致力于坚守传统做强存量，“无中生
有”创新增量。

如今，雁荡山、楠溪江入选浙江
省千万级核心大景区培育名单；打响
168 黄金海岸线、百丈漈武侠大会、
梧田老街、寺前街、坡南街等文旅
IP，更多“头回客”成为“回头客”，“流
量”转化为“留量”。

温州瓯海区的塘河河畔，每年
春秋两季举行的青灯市集已成为小
有名气的文化符号。市集依托青灯
石刻艺术博物馆所营造的文化氛
围，致力于构建一个东方生活美学
的集群，并为艺术家们提供一个精
神交流的平台。

“青灯市集以美学为驱动力，不
仅推动了文化旅游产业的繁荣，也助
力了城市经济的转型与升级。”青灯
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青灯市集发起
人张金成说。

以文润商，以商促文。今天的温
州，承袭千年商港底蕴，延续文化滋
养润泽，探索守正创新，温润之州绽
放新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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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流深润瓯越
——解码“千年商港”温州的文化自信样本

图为温州鹿城区海坛山公园内的永嘉学派馆。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