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挖研究成果
如果说文化是代表一座城市的名片，那么名人文

化就是这张名片上最耀眼的字符。名人文化资源不仅
能提供悠远的历史回忆，也能为城市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精神动力。

300多年来，朱彝尊给后人留下了充满诗意的遐
想，历史文化价值不可复制，秀洲从未停止过挖

掘、传承、创新朱彝尊文化。
在首届朱彝尊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上，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沈松勤介绍
了《朱彝尊全集》的编撰历程，嘉兴
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徐志平解读了
朱彝尊的生平、著作情况以及收集
保存书籍的经历，日本东洋大学副
教授荻野友范阐述了朱彝尊《经义
考》的相关问题……在主旨报告环
节，国内外专家学者先后登台，从
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出发，分享学
术观点和研究心得。
关于研究朱彝尊文化的现实意

义，徐志平认为，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风骨
气节、治学态度以及在经史诗词方面的建树，都

值得借鉴和学习，尤其是要运用好乡土教材等载体，
在青少年群体中引发共鸣。

“研究朱彝尊的历史资料很多很多，我对于《经义
考》比较感兴趣。”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荻野友范表
示，参加本次国际学术会议让他有机会了解到更多研
究视角。

主旨报告主持人、南京大学教授张宗友认为，朱彝
尊不仅是江南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我们通过
交流达成共识，那就是要把朱彝尊文化研究与当地文
化建设相结合。”他说，“在这方面，秀洲做了很多有益
尝试，包括举办朱彝尊文化艺术节以及各类主题活动
等，今后还可以采用更多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世
界传播。”

当天出席会议的嘉宾，还有来自秀洲区朱彝尊研
究会的成员。成立于 2003年的研究会以开发名人文
化资源为目的，主要研究朱彝尊的学术思想、作品风格
以及他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对社会进步的贡献等。

近20年来，朱彝尊研究会培养了一支专业的学术
队伍，汇集了数百篇研究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中既
有国内知名的朱彝尊研究专家学者，也有地方文化研
究的爱好者以及在校师生等。

今年 3月，秀洲区又携手嘉兴大学成立朱彝尊研
究中心，打造学术高地，引领研究方向。在4月举行的
学术工作坊活动中，专家学者共开展了6场学术报告，
就最前沿的朱彝尊研究进行了学术交流探讨，拓展研
究视野。

朱彝尊研究中心还聘请了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崔晓新、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王利民、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李程为兼职研究员，为研究名人文化进
一步发展和壮大力量。

“开发好、利用好朱彝尊名人文化，使其文化基因
代代传承，是时代赋予秀洲的责任。”区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道出了现阶段秀洲区正在努力的方向：以打造

“朱彝尊学术研究高地”“朱彝尊名人文化溯源寻访地”
为目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传承弘扬名人文化。

擦亮文化标识
2022年，“朱彝尊文化·浙西词派”入选首批“浙江

文化标识”培育项目，内含朱彝尊故居（曝书亭）、浙西
词派、《鸳鸯湖棹歌》、《明词综》等文化元素。《食宪鸿
秘》项目被评为浙江省“文化基因解码工程”优秀解码
项目。

近几年，秀洲人如何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
面让这个文化标识更加闪亮？

聚焦朱彝尊文化 IP开发转化，秀洲区推进多个核
心文化基因的组合式利用，重组整合了朱彝尊棹歌近

百首，编创《鸳鸯湖棹歌》曲谱 26首，连续 19年在王店
镇举办朱彝尊文化艺术节，从色、香、味、器、意、养、情
等层面解码《食宪鸿秘》核心文化基因。

此外，秀洲区还制定了“朱彝尊·浙西词派”文化标
识建设目标，围绕“一会、一标识、一活动、一片、一园、
一线、一食谱、一赛”，塑造“朱彝尊·浙西词派”文化品
牌，深度挖掘、提炼文化内涵精义。

“解”是上半篇文章，“用”是下半篇文章。依托多
彩多姿的文化基因，秀洲区着眼于转化利用，建立起本
土专家解码团队，从历史、文化、地域风貌、风土人情等
方面，全时、全域、全景解读秀洲文化基因，编撰出版了
《秀水泱泱》文丛等。

作为名人故里，王店镇更是致力于打造朱彝尊名
人文化 IP形象，结合“品重梅溪”耕读研学精品线，推
出5个卡通人物形象，包括代表朱彝尊的“竹垞先生”、
寓意归隐南梅的“梅小隐”、寓意耕读镇中的“竹小垞”、
寓意慢活建林的“菊小宝”和寓意求学庆丰的“兰小
生”，以卡通人物串联沿途各个和美乡村，让历史生动
起来，让文化活色生香。

用朱彝尊爱书藏书的典故来弘扬阅读文化，这是
秀洲区对名人文化的另一种创新演绎。打造“竹垞有
约 书香秀洲”品牌，建立“1+7+X+N”四级阅读阵地网
络体系，将阅读阵地建到百姓家门口……如今，130多
个“竹垞书房”在秀洲陆续亮相，和谐雅致的环境、错落
有致的书本、有趣有料的文化体验，在全区掀起了全民
阅读热潮，让居民在家门口拥有了一片精神自留地。

多种方式传承
《鸳鸯湖棹歌》是朱彝尊的代表作品，也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乡土教材。在每年朱彝尊文化艺术节
的开幕式上，观众们都能欣赏到梅里小学孩子们以舞
蹈、课本剧等形式表演的棹歌节目。

作为中华诗词优秀文化传承基地，梅里小学从一
年级开始就引导学生通过读棹歌、写棹歌、画棹歌、演
棹歌，认识朱彝尊这位家乡文化名人。

梅里小学构建了以“鸳鸯湖棹歌”为特色的校园文
化，开发校本教材，开辟棹歌课堂，带领学生寻访古迹、
搜集资料、走读实践，将棹歌中的风土人情、历史传闻、
嘉禾风貌还原再现。学校还开展了棹歌考级、棹歌描
绘、棹歌情景剧等一系列活动，让学生在声声棹歌中亲
近地方传统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朱彝尊的了解和认
识已经从梅里小学拓展到其他学校。从
2024新学年开始，嘉兴市各中小学
都开始使用《走近朱彝尊》《一代文
宗·朱彝尊》等读本，这些地方校本
课程向青少年传递了崇文尚学的
美好品质，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
校园、进课堂，进入学生心田。

每一次与朱彝尊的邂逅，都是
诗词爱好者的狂欢。除了每年举
办的朱彝尊文化艺术节外，“曝书
亭杯”全国棹歌体诗词大赛也深受
大家欢迎，该赛事面向全国书法爱
好者征集原创的优秀棹歌体作品，用
诗歌书写改革发展之巨变、百姓生活之巨
变，用诗歌之美文书写名人故里之美好。

既有阳春白雪的诗意，也有柴米油盐的烟火气。
朱彝尊留给后人的不仅有诗词，还有一卷展示美食心
得的文献《食宪鸿秘》，以其为蓝本开发的“竹垞席宴”
包括醉仙虾、云林蟹、冻蹄膏、竹垞福袋等，这些都是非
常健康养生并且极具江南地方特色的美食。

围绕朱彝尊纪念馆、竹垞书院等核心场馆建设，王
店镇还致力于重塑鸳鸯湖场景，还原诗词意境。该镇
邀请国内知名院所专家教授、朱彝尊研究会成员、地方
文化学者等，根据文献与史料记载，力求还原桐阶、茭
池、槐沜、荷池、芋陂等“竹垞十二景”。通过打造居趣、
诗趣、词趣、藏趣等“十趣”项目，充分展现朱彝尊在学
术上研经博物、在生活上极富情趣的个性特征。

解码解码““一代词宗一代词宗””
演绎百种风情演绎百种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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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得著书风幔底，桂花如霰落秋山。”这是清初诗人、词人朱彝尊写的诗句，在桂子飘香的深秋时节读来别
有一番意趣。

朱彝尊是浙西词派创始人，与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齐名，人称诗坛“南朱北王”；与清初阳羡词派领袖陈维
崧合称词坛“朱陈”，被誉为“一代词宗”。

对于秀洲人而言，这位300多年前的文化名人格外亲切，因为步入晚年的朱彝尊就隐居在梅里（今秀洲区王
店镇），他留下的100首《鸳鸯湖棹歌》流传至今，读之令人齿颊生香，他留下的一段文人风骨更是成为秀洲人的
精神追求。

当“一代词宗”遇到新时代的“解码者”，会演绎怎样的风情？
前不久，由嘉兴市社科联、秀洲区委宣传部指导，嘉兴大学主办的首届朱彝尊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秀洲举

行。来自国内外40多所院校的80余名专家学者以主旨报告、分组讨论等形式，分享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再度
牵动人们对于这位秀洲籍文化名人的关注。

■记者 沈 洁 图片由王店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