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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布展
疯狂吸粉的文创实验
记者 劳育聪 王婧

即便是工作日，《瓷器大展》展厅中依然充盈着各路爱好者，有
的趴在玻璃隔板上仔细端详着瓷器表面，有的则在认真地拍摄墙壁上
的历史背景信息。参与此次布展的内容设计何毓峰总是时不时来到展
厅转转，看到一张张与瓷器对话的面庞，不禁会露出微笑。从今年1
月19日开展到1月30日，已有超过25000人来到展厅欣赏这幅波澜
壮阔的海丝画卷。

布展花了1个月左右，浓缩在这场展览背后的每一个“小心
机”，何毓峰自然再清楚不过。“厚重的历史，不如试着用小切口去撬
动它，并且慢慢打开，呈现一个尽可能完整的脉络，或许是个不错的
解读方式。”他笑着说。

何毓峰一“揭秘”，再看这个展厅，果然发现个中奥义。“瓷器”
便是那个细小的口子，顺着这个口子一路探进去，纵轴与横轴的陈列
匠心令人倍感惊喜。

纵轴看，从唐朝到清朝的海丝贸易特点极度明晰——唐代繁盛、
宋元达到鼎盛、清朝风靡定制却开始趋向于衰弱；再从横轴看，国内
外地域间产品的对比强烈且极具冲击力——越窑清雅、广彩瓷器色彩
浓烈、欧洲竟有模仿青花瓷的“蓝色洋葱”。船模型与瓷器光影错
落，海丝的内涵也从狭义范围内的贸易，延伸到航海、文化等更宽广
的空间。

海丝贸易中的瓷器主要为民窑制品，看上去似乎与官窑没有直接
关系。在展馆中，却能看到来自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故字号的典藏
代表的是那个时代工艺中的巅峰，其纹饰竟然与欧洲许多瓷器的样式
相似，足以见得海丝为国家间的文化碰撞带来多大的激荡力。”何毓
峰说，设置故宫藏品展位，恰恰对海丝文化写下强有力的注脚。

而在这个设计人眼中，近年来，想唱好海丝文化这首歌的人太
多，但是真正唱得字正腔圆的却太少。最小的切口与最完整的展现，
可能是一场海丝展览之所以能够摄魂夺魄的核心所在，而平衡好这两
点却是一件不易之事。

距慈溪青瓷瓯乐艺术
团排练地 60 多公里处，
一场名为 《CHINA 与世
界：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与
贸易瓷器大展》（下文简
称为《瓷器大展》）早已
在宁波博物馆静静上线。
柔和的展厅光晕中，没有
多余的声音，没有繁复的
藻饰，冗长的海丝贸易之
路被彻头彻尾地塞进了这
个空间里，以时间线的叙
述手法铺陈在每一个参观
者的眼前。重现昨日的，
是 300余件来自 22个文
博单位的贸易瓷器及相关
产品。瓷器虽沉默无言，
但足以令人怦然心动。这
一本优雅的“海丝百科全
书”，无疑成了宁波今年
开年的重量级展览。

试着用小切口去撬动厚重的历史

来看海丝展览的孩子们，眼睛里有星星。幼稚的面
庞与古老的文化面对面，恐怕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反
差萌”。

孩童晶亮跳跃的眸子，就是海丝文化萌动着的希望
之焰。

莫意达也一直在为了这个群体奔走着：“宁波在海
丝文化中的闪光点非常多，如果将它们加工成有意思的
小故事或者绘本，一定会受到小朋友们的欢迎。你设身
处地想一想，如果故事中出现的永丰库、天童寺就在家
门口，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多么值得兴奋的事情。”

《国家宝藏》 的推出，令这位研究员再度思考
“博物馆在为人与文化创造对话的过程中，到底担当什
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

在大娱乐浪潮疯狂的拍打下，文化的输出方式似乎开
始变得狂躁喧嚣。相对地，博物馆以展览为核心，更像一
个闹中取静的文化叙述者，带着鲜明且独立的传播优势。

“所以，其他的新尝试还将紧紧围绕展览。”他认真地
说着未来的海丝实验图谱，“从宁波博物馆出发，未来还
会引进更多专题性的展览，并且穿插宁波本土的历史文
化，专门做一个独立的呈现；又或者说，我们可以将海丝
的宣传活动带到学校等去。一来一往，双行道式的流通，
令海丝文化更加灵动鲜活地进入宁波人的生活中。”

这位海丝布道者，还在悄悄地准备一个最独特的
“大福袋”——连续举办了三届的海丝文创比赛，早已积
累了一大批优秀的设计作品。今年，莫意达将汇集所有
的设计稿筹备一场展览，并且将海丝文创设计作品落地。

日前，宁波博物馆40余种文创产品亮相法兰克福。
无论是在创意上还是实用性上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好评，十里红妆、青花、织物等系列更是深受法兰克福
展会主办方的喜爱。

在历经一场场的展览以后，莫意达愈来愈坚信，博
物馆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容器，策展人是催化剂，若是观
众和展品起了化学反应，那就是人与文化平等交流的初
始。

花样海丝“实验”疯狂吸粉

“海丝文化，本来就不是高高飘在空中供人仰望
的，而是应该落地与人进行平实的对话。”宁波博物馆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副主任莫意达不仅全程参与了此
次《瓷器大展》的策划布展，还一直致力于推动海丝文
化在宁波的普及与推广。

在展览中，他用了一个小设计创建宁波人与海丝文
化的对话框，那就是三处令人倍感亲切的“宁波元
素”：越窑青瓷、永丰库遗址以及“小白礁Ⅰ号”。三处
互相映射，形成了一个海丝文化的“宁波朋友圈”。

“和义路码头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以越窑青瓷为主的
珍贵文物，包含碗、壶、瓶、盘、碟等各种精美器皿；
永丰库遗址是200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对于
海丝遗迹来说非常重要；而‘小白礁Ⅰ号’沉船也是近
年来宁波水下考古的重大突破。三重元素，从三个维度
来折射了海丝文化之光。” 莫意达信手拈来。

跳出展览，他也尝试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唤起宁波人
对海丝文化的兴趣。今年1月10日，宁波博物馆第三届

“海上丝绸之路”创意设计大赛获奖名单揭晓。在各色文
创作品的展示中，人们第一次惊讶地发现，诸如原始兽
面鼎、牙雕鹰首等海丝文明缩影能够以抱枕、贴纸、明
信片、手机壳等可爱的形象，与现代人俏皮地打起照面。

一次次有趣而大胆的尝试，不断清晰地勾勒海丝文化
的纹路，同时也不停地引起宁波人对于海丝文化的好奇心
——到底是何种极具张力的文化，化作千年的福祉，庇佑
着宁波城的人们与古老的明州港有着频率一致的脉动？

莫意达一直在做个观察者。如果说每一场与海丝相
关的展览现场都是一张答卷，那么他早已从一件件卷宗
里读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从过去的《跨越海洋——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九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跨
越海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八城市文化遗产精品
联展》，到《中马关系:从古代到未来》展览，再放眼最
新的展览，海丝文化的粉丝群也在变得越来越大。”

博物馆式的“未来海丝计划书”

穿过几多岁月幽深，作为漫漫“海丝
长卷”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宁波注定会绽
放出无上的荣光，但同时也会被赋予新的
使命。而今，当历史的风云际会如尘烟般
缱绻掠过，大浪淘沙后留下的海丝文化遗
存，正在被宁波赋予新的内涵和生命力。

东汉晚期，水晶、玛瑙、琥珀等舶
来品陆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宁波，
形成了宁波海丝之路的雏形。“而从唐朝
建城，到南宋元时的高峰，以及明清到
现在，宁波在海上的脉络从未间断，始
终伴随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宁波市文物
保护管理所副所长江怀海说。

为了实现海丝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
与合理利用，宁波采取了深化研究、加
强交流、预防先导等措施。这为“海上
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下了基
础。2016 年，经过遴选，宁波将天童
寺、上林湖越窑遗址、永丰库遗址和保
国寺列入申报行列。

只有当这些文物“活起来”，文脉才
能传下去。宁波为了让“海丝文化”活
起来，做了诸多努力，比如把上林湖越
窑遗址申报为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同
时在上林湖附近修建越窑博物馆等。

“我们有在三江口建立一个‘河海博
物馆’的打算，”江怀海说，作为海丝节
点城市，宁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
是大运河文化和海丝文化交相构成了宁
波文化的主题。如果贯穿整个城市的发
展和脉络，在交融中进行系统的展示，
将对传承和发扬宁波的海丝文化具有积
极作用。

在宁波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咨询委
员、资深城市文化研究专家陈民宪看
来，海丝文化作为宁波重要的文化品牌
之一，应该被打造成宁波的“城市名
片”，在活化和转化方面需要进一步加
强，要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从文化角度来讲，宁波虽然出版了
与海丝有关的图书，但还远远不够，应
该用更多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和影视
作品来传承弘扬宁波的海丝文化，形成
宁波海丝文化精品集群效应。”陈民宪
说，海丝文化是宁波与世界对话的最佳
载体，“你同别人讲阳明文化，很多人会
听不懂，藏书文化又太专，而海丝文化
连着茶叶和瓷器，大家都听得懂。眼
下，宁波怎样深入挖掘海丝文化，并用
海丝文化讲好宁波故事很要紧。”

陈民宪认为，海丝文化是具有人类
共同的语言特征的文化，不是征服的文
化，而是融合的文化，是一种和平贸易
的文化，也是一种融合的文化，“民族间
国家间的交流，有的是意识形态太强，
但海丝文化是没有障碍的，在一带一路
的背景下，全球性最佳对话的载体不必
苛少，海丝文化是不二之选。”

此外，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宁波也
在积极探索和寻找突破口，而文创成了
首选。“我们已经和一些单位建立了合
作，从大运河与海丝两个方面做海丝文
创，已经在去年年底完成了项目的招投
标，今年希望制作出符合宁波气质的文
创样品。”江怀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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