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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研究 

钱入深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范蠡商学院 

浙江历史文化名人数量一直位居各省前列，从晋代的“高人文士，云从景合”到明清的“东南财赋地，江左人

文薮”，历代名人辈出，人文鼎盛，显现出经济日益发达和名人汇集的景象，数量上与江苏分列一二位，就人口量

比和密度来看，浙江名人数量稳居全国第一。但是，近年来，受城市化进程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大量名人遗迹

遗存用途变更、毁坏或湮废，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情况堪忧，改变这种现象的呼声也日益强烈。绍兴有“名士之

乡”的赞誉，在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以其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对浙江省内外城市

的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些许借鉴。 

一、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困境 

本文所讲名人主要指的是历史文化名人。受时代特征、经济发展需要、社会文化变迁和主流价值文化等众多因素影响，历

史文化名人享受的保护“待遇”参差不齐，也导致“隐性名人”和“主流名人”这样的专有名词出现。“隐性名人”指的是有

价值却长期隐没得不到重视的名人，与当前时代热、社会热和网络热的“主流名人”相对。那么，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

有何困境，“隐性名人”与“主流名人”在保护利用中是否存在资源配置“竞争”？ 

1.时空隔阂与代际传播问题严重，文化名人生存土壤渐趋贫瘠。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化，社会文化多元化，原有

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遭遇危机与挑战，一些时代久远，与时代经济尤其是与当地经济文化需要密切性不大的名人及其文化资源备

受冷落或是惨遭破坏，淡出社会视线，甚至不少地区出现丑化历史名人和为丑角翻案的现象。 

2.名人的界定与划分标准模糊不清。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等领域诞生了无数类型的

名人，他们在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散落各地的名人及其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受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

的制约，认知水平不一，部分地区对名人的界定模糊不清，认识存在偏差，尤其是对什么样的人算名人，什么样的故居算有保

护价值的名人故居等问题上的认识，结果往往会左右某些“隐性名人”的命运。 

3.城市更新、文化认知和经济水平限制“隐性名人”生存。名人往往与名居名迹相伴随，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首要工

作就是保护名居名迹。截至目前，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已公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799 个，划定历史文化街区 873 片，确定

历史建筑 2.35万处，将文物保护职责全面列入地方政府责任清单，以加强对历史文物和古建筑的保护，但是入选保护名单的只

是少数，“守望精神”显得更加重要。 

二、绍兴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情况 

随着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和文化效益的显现，各省市越来越重视历史文化资源，不遗余力的挖掘以彰显地方特色。浙江省

也作出统筹推进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指出发展要注重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结合、现代都

市与田园乡村融合、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汇，彰显浙江人文韵味之美，探索“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新模式。绍兴在

这方面有优势，作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氤氲千年，有“名士之乡”赞誉，但是总体来讲，绍兴名人文化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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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工作是在曲折中发展的。 

（一）名人文化资源保护的实践与思考 

绍兴建城已有 2500余年历史，自先秦奠基性的开发和后世的持续发展，地区山水秀丽且经济富饶。在越地出生或迁居于此

的名人，形成国内罕见的包括帝王将相、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教育家等名人在内的区域名人

群体，衍生出传播力极强的名人文化效应。据统计，上自唐朝下迄清代，绍兴的文武进士就有三千人之多，清人称之为“代有

闻人，守斯土者皆辅相之才，生斯土者皆菁华之彦”，毛泽东同志称之为“鉴湖越台名士乡”。 

名人遗迹遗存是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重要对象。一直到近现代，绍兴古城总体格局比较稳定，新中国成立后，以“鉴

湖女侠”秋瑾为代表的名人故居多次整修，改革开放后，绍兴以“轻工业”“水乡”“文化胜迹”为核心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方

案，修复了沈园、大通学堂、越王台、吕府、周恩来祖居、王羲之故宅及蔡元培故居等文物建筑，划定文保单位保护范围与建

设控制地带，后续又重点围绕鲁迅故居开展历史街区保护工作，编制修订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到新千年开始，在绍兴古城形成

五大历史街区格局，“王羲之史迹陈列馆”“陆游纪念馆”“青瓷陈列馆”“秋瑾史迹陈列馆”“鲁迅纪念馆”“周恩来祖居

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名人博物馆”等名人馆相继成立，名人故居遗迹保护工作不断进步。 

名人文化研究与宣传是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重要内容。绍兴名人文化研究与宣传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政府和高校层

面举办学术研究、文化宣传和文化活动，目前主要依托大禹、王羲之、王阳明和鲁迅等名人，利用书法节、名人研讨会和专项

文化工作开展宣传研究。二是各类名人研究组织和机构。目前，绍兴市社科联主管的学会研究会共有 43家，其中名人研究会有

周恩来、鲁迅、蔡元培、秋瑾、王阳明、范蠡和陆游 7 家，研究成员多为地方高校教师、史志文博等部门专家、文化产业从业

人员和民间乡贤等，名人研究会、越文化研究会等民间组织也发挥了突出作用。名人研究著述逐年累计增长，但是对外传播实

效仍然受主客观因素影响。 

（二）存在的问题 

1.未能合理统筹保护利用，名人“梯队化”现象严重。 

绍兴有历史影响和现代价值的名人太多，不完善的保护利用政策，导致多年来学术资源过于聚焦鲁迅和大禹等少数“一梯

队”名人，其他历史文化名人的关注度、学术资源配置和遗迹保护工作参差不齐，部分名人淡出视线，遗迹遭到破坏或荒芜，

成为本地的“隐性名人”，在外地却炙手可热。 

2.文化产业未能有效对接绍兴产业转型升级，名人和文化研究滞后。 

绍兴城市文化传统内敛，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发展稳定，信息化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背景下，传承与创新成为新常态，

各省市对地域文化特色和品牌的诉求日益强烈，文化交流频繁和文化争论现象时有发生，绍兴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产业优

势转变困境与机遇并存。 

3.名人文化遗迹遭破坏或湮废。 

新中国成立后，绍兴名人文化遗迹保护经历三个阶段危机，第一阶段是 1949 年 10 月至文革期间，大禹陵、青藤书屋、兰

亭等名人遗存被不同程度的破坏，场地被生产单位占有，这一时期盛行“填河造街”之风，“从 1952年填和畅堂河开始至 1978

年填府河（咸欢河至大江桥段）为止，26 年间共填掉河道 17 条，长达 16 千米，拆除桥梁百余座，使古城独特的水网格局遭到

较大的损害”。第二个阶段是上个世纪末，虽然一些名人遗迹开始依法保护和修缮，但是受城市化和商业化影响，九十年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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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拆古旧民居建高层建筑现象，严重破坏了古城面貌，随着城市更新速度加快，2013 年绍兴市“撤县并区”后，翻天覆地的

城市征地建设中，部分未能进入保护名单或受限于主观认知因素限制的“隐性名人”故居被纳入拆除计划，以千年古镇阮舍（阮

籍）为代表，另外某些名人大热，由于保护和宣传需要，毗邻的相关“隐性名人”遗迹则被牵连，部分遗迹遗存多次被提议改

为“商会办公场所”。因而，在城市“拆建”新常态中，以“守望精神”保护、挖掘和彰显绍兴名人历史文化资源，兼顾名城

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契机中就带有紧迫感。 

三、绍兴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案例研究：范蠡 

范蠡与绍兴关系比较特殊，是绍兴名人中有代表性的一类。绍兴因范蠡筑城而有“蠡城”之称，范蠡在越时忠君护主，善

于军事外交，能审时度势，富有经济学思想，懂医学会筑城，辅佐勾践“覆吴称霸”功成庙堂，更让人惊叹的是他在政治生涯

高光时刻退而隐逸，成为“三致千金，三散其财”“富而好德”的大商贾，被后世思想家和史学家津津乐道，在历史典籍和文

学辑录中留下大量史事和人物故事，成为文学创作或文化消费的重要元素，甚至成为民间香火旺盛的财神爷。那么，绍兴是如

何保护利用范蠡文化资源的呢？ 

1.坚持和倡导“守望保护”原则。范蠡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绍兴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历史典籍和文学辑录资料中，

其形象十分丰满，既有励志的人生经历，也有建功立业的政治生涯，经商经历更是充满传奇色彩。但是范蠡的历史形象却有两

面性。一方面束缚在封建儒家“忠君”教义和“重农抑商”思想之中，另一方面又契合道家精神要义，符合商品经济发展需求，

成为道家“文财神”和商业标榜的“陶朱公”。受时代久远性和市场经济因素限制，范蠡历史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呈“隐性”

状态，保护单位对“美人宫”和越国水利工程等与范蠡相关的历史文化遗迹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并设置了范大夫祠等一批纪

念建筑和文化标识，开展“守望保护”工作。近些年，受名人热和商业热因素影响，绍兴逐步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大量相关保

护利用工作出现。 

2.研究人员从分散到集中，文化传承平台和专业研究团体从无到有。浙江省内专门的范蠡研究者和专项学术会议凤毛麟角，

20 世纪末山东肥城曾召开影响较大的范蠡学术会议，绍兴籍专家陈桥驿先生和绍兴学人有参加。近年来，以范蠡命名的高校二

级学院和专门的研究会则开始出现，形成一定规模的专业研究人员，并且围绕学术研究、宣传保护和文化传承形成“三位一体”

良性机制。 

3.范蠡研究成果渐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断深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范蠡史事和商业思想应用方

面，任桂全指出，范蠡在绍兴古城建造选址上已经考虑到了现代城市地理学中的城市区位问题，发挥了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

功能，考虑到了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对于绍兴城市未来的发展与扩张有决定意义，为绍兴山水城市及水乡风光奠定基础，

为城市发展预留了发展空间，选址地址稳固安全，历经千年无大灾害，秦统一后直至明清，绍兴城继续发挥区域行政中心的作

用。古城位置考证方面，陈桥驿指出，越王勾践回国的当年，就选择今府山东南麓建筑勾践小城，公元前 489 年建成，又在小

城以东建筑山阴大城，这就奠定了于越发展的基础，同时又是后世绍兴城市的创始。傅振照指出，应该确定前 490 年作为绍兴

建城纪念日，并对绍兴城范蠡相关的古建筑遗迹阳城里、苦竹城进行了论证，也详细地梳理了范蠡古城从秦汉至明清以来的演

变过程。另外，林华东、葛国庆等人则对范蠡筑城前越国古都的位置进行了考证和推测。 

应用研究方面，包括绍兴的创新创业、卓越人才培养、民企发展困境、文化产业品牌、社会金融风险防控等问题，研究者

指出从简单复制“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到培养有“文化内涵”的卓越人才，范蠡文化精神是提高现代商人的道德和文化素质

的精神资源。范蠡的智慧也可以帮助企业家，对民企先天不足的地域因素、文化因素、人格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分析并找出问题

所在，解决好企业发展顽疾，引领企业健康发展。对策文化产业，应该结合范蠡商业文化元素与绍兴历史文化之城的特点，将

范蠡商业文化元素植入相关产业领域，论证范蠡商业文化的“软实力”促成文化产业链条下的对应的“软商业”的形成，使其

成为绍兴继鲁迅文学品牌、王羲之艺术品牌、大禹贤德品牌后的又一大文化产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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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蠡研究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范蠡在越国实现了仕途上的“建功立业”和国家经济策略的实践，其一生

还包括楚国出生成长和齐陶经商致富两个重要阶段，这三个节点构成范蠡比较完整的人生轨迹。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绍兴学

者走出绍兴参加外地范蠡研究学术会议后，相继参加江苏苏州和河南南阳召开的范蠡研究学术会议，并举办了全国性的范蠡专

项研讨会，很好地延续了这一传统。另外，邀约全国学者开设范蠡专题讲座，联合地方文保单位组织文博人员、学者和爱好者

开展范蠡遗迹探寻，开展范蠡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宣传活动。但是，范蠡筑城对区域城市发展、区域产业开发和绍兴城市文化的

影响，以范蠡为代表的越国移民史与人才集聚问题方面研究依然需要深拓，目前与之对应的研究成果依然比较匮乏，社会认知

和关注度也比较低。 

范蠡在浙江遗留的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现代价值凸显，但是现实研究和保护利用环节薄弱，范蠡励志的人生和卓越的

商业实践能管窥越地文化开拓冒险的历史基因和浙学、越学经世致用的特质。范蠡的人生精神和商业精神是“浙江精神”和“浙

商精神”的典范，体现浙江和浙商求实、开创、担当的内核精神，也符合国家倡导宣传优秀企业家精神的需要，范蠡在儒道思

想发展、中华商业文化渊源、慈善文化和筑城史等方面的价值值得挖掘、保护和彰显。探究和总结以范蠡为代表的“隐性名人”

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模式同样有价值，它对名城保护和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路径探索有两点重要启示：一是名人研究要秉持

理性和守望精神。基础研究与现代应用要处理恰当，需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而不能冲龄践祚，“守望精神”十分必要。二是

坚持古为今用原则。名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首要工作是找到它生存的现代土壤，比如绍兴名人王阳明、鲁迅、周恩来

和蔡元培等，他们品格和精神仍然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