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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精神在打造文化强市中的文化认同作用研究
——以“四知”宁波精神为例

李皖蒙　张晓野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要实现物质和精神双富裕，而文化丰裕则是实现精神富足的关键。城市精神凝聚着城

市独特的文化气质，展现城市独具特色的文化气息，对打造文化强市实现精神富足意义重大。当前，宁波市正努力创建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市，以“四知”为内核的宁波精神对宁波打造文化强市发挥着重要的文化认同作用。“四知”宁波精神是高度文化

认同感的体现，精准提升人民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感，同时也在文化认同作用下不断塑造文化强市的“四梁八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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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浙江正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

为浙江重要的城市之一，宁波也出台了相关行动计划，努力成为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先行市。其中打造文化强市建

设正是创建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市的应有之义。共同富裕不仅是

物质丰裕，更是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实现富足。因此，打造文化

强市是实现精神普遍富足的关键。而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独有的

内在特质和外在气质的集中呈现，是一个城市实现永续、长足发

展的最深厚的精神力量。宁波悠久的历史与宏大的改革创新现实

融汇成的城市精神在打造文化强市进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城市精神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感的体现，而文化认同是最高层

次的认同。文化强市建设需要高度的文化认同，宁波城市精神在

提升宁波人民对生活在其中的悠久、厚重的宁波历史文化的认同

感，不断塑造和形成文化强市中发挥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一、宁波打造文化强市需要高度文化认同

在宁波市发布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五年行动计

划中提到，通过实施铸魂、溯源、走心工程，打造更具魅力的文

化强市。诸如“大力弘扬‘红船精神’等革命文化”“传承弘扬

浙江精神和‘四知’宁波精神”“深入开展‘文明乡风’系列实

践活动”“实施文化基因解码工程，推进浙东学派、阳明心学等

创新转化，深度参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这些工程都是

宁波着力打造文化强市的“必选项”，也是最终建成文化强市的

关键。不管是革命文化、浙江精神、宁波精神，还是文明乡风、

文化基因、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从文化建设角度而言，这些工

程之所以能铸魂、溯源、走心，本质上都是以高度的文化认同作

为基础条件。

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文化发展是衡

量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关键变量，人民能不能实现精神富有，

是衡量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文化发展

是发展建设高质量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关键变量，而文化认同又是

文化发展中的核心指标。一座城市要打造成为文化强市，必须要

有体现不同层次感的衡量指标，具体而言有三个维度。一是最基

本的维度，即文化标识，比如能集中体现城市历史文化的文化符号、

文化设施地标、历史文化建筑、历史文化遗迹、遗存等。文化标

识是在厚重的历史积累中不断形成并为人民所熟悉传承的文化记

忆，所以文化标识虽然流淌在城市的历史记忆中，因生活于其中，

最易被忽略。如宁波的河姆渡史前遗址、鼓楼、天封塔、大革命

时期中共宁波地委旧址等。对于大众来说，文化标识是零散的，

是不成体系的文化印迹。除文化标识外，另一个更高层次的维度

是体现城市特色的文化品牌，品牌是开始形成文化认同感的关键，

品牌对于打造文化城市起到较直接的促进作用。宁波打造文化强

市，文化特色品牌不可或缺。如“河姆渡文化、浙东学术文化、

商贸文化、藏书文化、海防文化、革命文化等蔚为大观。”文化

特色品牌凝聚了一个城市透过厚重历史积淀而呈现在现实状态的

文化共识。不过，虽然凝练出文化特色品牌，但品牌接受的广泛

性和熟识度是不易衡量的。最高层次的维度是文化认同。文化认

同是源自“生于斯，长于斯”的心理认同和地域文化认同的结合体，

而能代表最高层次的认同感则集中体现为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

一座城市自身特质和厚重内涵的凝练，是城市的灵魂所在。“根

据城市历史传承、区域文化特色和时代要求总结凝练的价值观念。

这一价值观念受到推崇，成为价值准则、精神追求和行为规范，

从而能促进城市发展和人民综合素质不断提高。”浓缩宁波特质

的城市精神不仅集中体现了宁波的文化标识，文化特色品牌，更

是对宁波厚重文化底蕴的认同和传承。

二、“四知”宁波精神准确提升文化认同感

2020 年 8 月，中共宁波市委将“四知”精神明确为宁波精神，

即知行合一、知难而进、知书达礼、知恩图报。“四知”宁波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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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融贯穿历史长河，勾连起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广阔画卷。在第

一届“宁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上，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宁

波市委书记的郑栅洁首次用“四知”精准定位宁波。

“四知”宁波精神是对“宁波的人文精神、城市特质和精神

追求的高度概括，归纳精准、内涵丰富，具有地方特色，辨识度高、

传播力强、富有指导性。”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

艰辛的现实磨炼、宏观的发展逻辑方面很好地实现了对宁波城市

和生活在其中的宁波人民的刻画。同时也在心理层面和地域文化

角度实现了宁波最广大人民的接受和认同，精准提升了宁波最广

大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对宁波打造文化强市，进而对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意义重大。

“四知”宁波精神的精准性首先是准确把握宁波城悠久厚重

的历史文化。宁波悠久文明史是人民认同宁波成为文化强市最厚

实的“底色”。其次，精准定位了宁波人民在悠久历史传承中形

成的秉性，经过历史的积淀和传承，宁波人民形成了“知书达礼”“知

行合一”的秉性，“知行合一”才能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

书达礼”才能明德向善，明理知义。这也是宁波人民认同宁波成

为文化强市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再次，精确表达了为宁波能够成

为历史文化名城和未来能实现持续发展的内在坚韧品质和高贵品

格，宁波和宁波人民因“知难而进”的品质才能成就卓越，因“知

恩图报”的品格才能实现更好地发展。因此，“四知”精神的精

准性也准确提升了宁波人民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感。理论上，“知

行合一”构成共同思想基础，“知难而进”展现可贵品质，“知

书达礼”凸显文化底色，“知恩图报”镌刻厚重格局。而现实的

发展不断丰富理论的内涵，特别是以“四行”解释“四知”，达

到了知为行前提，行为知目的相得益彰的效果，引起了人们广泛

反响和热烈讨论，“知行合一，行必务实；知难而进，行不懈怠；

知书达礼，行而优雅；知恩图报，行路思源。”

三、“四知”宁波精神不断塑形文化强市

“四知”宁波精神是高度文化认同感的凝聚。但这种文化认

同感不是割裂的、孤立的、静止的文化认同，而是全面的、发展的、

联系的文化认同。“四知”宁波精神正是通过不断塑形文化强市

展现以城市精神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四知”宁波精神主要是从三个角度不断塑造和形成文化强

市的“基因密码”。

一是以厚重历史共性不断塑形城市个性发展。宁波城市发展

的共性是其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些共性体现为诸如海洋

文化、港城文化、阳明文化、藏书文化、商帮文化等。正是在这

些共性基础上，宁波城市形成了一个活的有机体，而宁波的区县、

乡村则成为有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展现出多姿多彩的个性发展。

正是通过区县、乡村不断塑造和形成宁波城市的整体发展。比作

为宁波重要组成的鄞州区，明确将“大义当先、开放在先、敢为

争先、实干率先”确立为新时代鄞州精神。其根植于千年古城的

历史和绵延传续的文脉，与中华民族精神、浙江精神、宁波精神

一脉相承。新时代鄞州精神通过不断塑形城市个性发展，丰富了“四

知”宁波城市精神的内涵和外延。

二是以理念的历久传承不断塑形城市的创新发展。理念传承

是对厚重历史文化凝练出的内在精神的继承，经过历久弥新的传

承与发展，宁波形成了诸如“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知行合一、

经世致用”等精神理念，这些理念在不断塑造和形成宁波在城市

发展上的持续创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号召全世界的“宁波帮”

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进入新时代，宁波进一步号召全世界“宁波帮”

帮宁波。这也是对“商儒并生”“知行合一”精神的传承，更是“宁

波帮”造福桑梓，“知恩图报”精神的延续。

三是以宏大的发展格局不断强化城市持续发展的动能。“四知”

宁波精神蕴含宏大的发展格局，不管是率先在国内实现工业企业

复工复产，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知难而进”，在危机中孕育

先机；还是通过“一带一路”“中欧班列”“中东欧博览会”等“知

行合一”的方式主动适应变局，开辟新局。都在不断强化宁波打

造文化强市，成为共同富裕先行市的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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