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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市正在实施史
前文化与海洋文明探源工
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推进“海上丝绸之
路·宁波史迹”保护管
理和联合申遗，加快推
进“十四五”八大考古
计 划 ， 精 心 组 织 井 头
山遗址二期发掘，实
施渔山列岛等重点海
域 水 下 文 化 遗 产 资
源调查，推动“海
洋文明探源”向实
处 求 证 、 往 深 处
拓展。开展港城
发展演变和海丝、
海防、海岛遗存
研 究 等 重 大 课
题，深化跨学
科、跨领域研
究 ， 构 建 海
洋文明研究
的 学 科 体
系 、 学 术
体系、话
语体系。

越来越多的水文化遗产化身
博物馆、遗址公园，成为城市文
化标志和市民游客“打卡”的好
去处。

慈溪投入 6.4 亿元，打造集文
物考古、非遗传承、青瓷研发于
一体的浙东唐诗之路秘色瓷文化
休闲长廊，将上林湖越窑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青瓷文化传承园、
鸣鹤古镇、方家河头村等历史人
文资源串点成线，并继续开展遗
址公园二期建设。

中国灌溉遗产博物馆 （筹）
项目已经上马，该馆立足鄞江它
山堰世界灌溉遗产“阻咸蓄淡”
的唯一性，涵盖国内三十几处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建成后将成为
溯源中华水利和农耕文化、展示
世界灌溉 （工程） 遗产风采的文
化地标。

与此同时，文化遗产中的工
业遗存“蝶变”成城市经济社会
的新引擎。

比如，在推进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中，我市深挖甬江北
岸近现代工业遗存，昔日的火车
北站化身宁波文创港，而展示宁
波河海联运下“码头文化”“渔业
文化”“仓储文化”的甬江北岸滨
水创意园正逐步呈现。今后将倾
力打造“夜游三江”重点文旅品
牌，常态化点亮三江口城市灯光。

江北区慈城镇安排专项资金
约 4000 万元，推进慈城古城西片
文保及历史建筑修缮项目。并融
合 贯 通 国 家 级 历 史 文 化 名 镇 慈
城、历史文化名村半浦古村、大
西坝古村等运河聚落遗产，定期
举办“非遗赶集”“非遗展演”等
活动，活态传承大运河沿线非遗
文 化 谱 系 ， 共 享 “ 非 遗 +旅 游 ”
融合场景。宁波塘河文化陈列馆
借启幕之机，筹划举办“塘河有
市”系列活动。

此外，为打造现代化滨海大
都市文化地标，展现百里文化长
廊风貌，我市沿着三江六岸大手
笔、大气魄、高起点、高标准
布局建设天一阁博物院南馆、
河海博物馆。

千年“河海名城”催生
的城市文化，代表的是开放
交流和发展。宁波的文化一
直与大江大河相连、与海
洋相连，进行着与全国乃
至世界的交流——运河文
化、青瓷文化、佛教文
化、藏书文化、阳明心
学、浙东史学等在河海
之间传播，对世界文
化的丰富与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

江 流 万 里 ， 绵
延 不 绝 ； 文 化 如
水，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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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化遗产在当代的活化利用

今天是宁波市第15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
宁波因河而生，因港而兴，自古兼得江河湖海

之利。“运河文化”与“海丝文化”，成为宁波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遗产构成体系中的主线与核心内容。

随着“名城日”的到来，一系列聚焦水文化的
活动也纷至沓来——

前不久，省水利厅公布了首批205处浙江省重要
水利工程遗产资源名录，月湖、它山堰等20处宁波
水利工程上榜，这些水利工程，作为宁波城市的“母
体文化”和源文化传承至今；

近日，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山堰所在的海曙区
鄞江镇，举办了一场以“传承·创新·探索”为主题的
宁波水文化论坛，国内众多专家共同探讨宁波水文化的
保护传承之道，谋划以博物馆为载体的涉水遗产的保
护、阐释与利用之路；

明天，位于宁波西塘河公园的宁波塘河文化陈列馆将
正式开放，“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其中”，留在许多老宁波
心中的这一城市记忆，将再次被激活；

……
有着 1200年建城史的宁波，水是其生命之根、文化之

根、商脉之根，与大运河、海港紧密相连，形成独特的“江
河湖海”对话的河海名城文化。

2014 年，大运河 （宁波段）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宁
波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行
列。

大运河 （宁波段） 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点段共 3 处，分别是：
浙东运河上虞—余姚段 （余姚分
段）、慈江—刹子港段、宁波三
江口 （含庆安会馆）；列入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共 6 处，除
了上述 3 处，还有 3 处分别是：
水则碑、姚江水利航运设施 （大
西坝旧址、小西坝旧址、压赛堰
遗址）、通济桥；列入浙江省文
物保护单位的共 8 处：浙东运河
河道 （宁波段）、马渚横河水利
航运设施、姚江水利航运设施及
相关遗产群、宁波水利航运遗址
碑、舜江楼、小浃江碶闸群、姚
江运河渡口群、祝家大桥。

江河湖海共潮声，丝路万里
济天下。宁波是中国沿海南北转
运的枢纽，中国大运河是“海上
丝绸之路”连接的枢纽。

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宁波
先民及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人们,共同创造并留存下
众多珍贵的“海上丝绸之路”文
化遗产。

对此，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
学院教授刘恒武曾进行过梳理：
宁波海丝文化建筑遗产有 120 余
处，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
产中占较大比重。其中位于慈溪
市境内的上林湖越窑遗址、江北
区境内的保国寺、鄞州区境内的
天童寺，以及海曙区境内的永丰
库遗址，皆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上林湖越窑遗址、保国寺、
天童寺、永丰库遗址，如今都已
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重要

申遗点。上林湖越窑遗址还是宁
波目前唯一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一次次重大考古发现震惊世
人，一处处水文化遗产“浮出水
面”，不断刷新着我们对港城宁
波的历史认识——

8000 年 前 的 井 头 山 遗 址 ，
表明古宁波湾曾是世界海洋文化
的重要源头区域之一；

7000 年 前 的 河 姆 渡 文 化 ，
有力证明了长江下游也是中华文
明的发祥地；

在 4000 年 前 的 大 榭 遗 址
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迄今为止
中国制作海盐的最早证据；上林
湖越窑、永丰库、高丽使馆等海
港遗迹的考古发现，彰显了宁波
作为海丝古港“活化石”的魅力；

2000 多 年 前 的 句 章 遗 址 ，
被誉为“宁波第一城”；

“小白礁Ⅰ号”等海洋沉船
的考古发现，展现了宁波立足东
亚、放眼世界、向海图强的强盛
文化基因；

⋯⋯
“宁波作为江南水乡、河海

之城、海丝古港，在涉水遗产考
古方面成果丰硕。”在“传承·
创新·探索”宁波水文化论坛
上，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院长林国聪说。

其中，海曙区涉水遗产考古
发现“成绩单”特别亮眼，单单
是在东门口就发掘出多处涉水遗
产，包括地处东门口交邮大楼的
宋代江厦海运码头和地处东门口
钱业会馆的南宋渔浦门码头等。
此外，鄞江古城畈的宋元古河
道、石砌堤岸；月湖平桥下的清
代重修水则亭与水则碑；西塘河
文化公园的古河墈、古纤道、河
埠头⋯⋯

林国
聪 介 绍 ，
这 些 年 宁
波古城的港
市考古发现
也 不 少 ， 比
如，在对和义
路一期滨江工
程 建 设 进 行 抢
救性发掘时，揭
露出南宋古船遗
址 ； 宁 波 地 下 防
空设施建设时，考
古发现唐代造船场、
独 木 舟 遗 址 ； 东 门
口交邮大楼建设时，
考古发掘出宋代造船
场、北宋外海船遗址；
世贸中心工程建设时，
考古发现宋市舶司（务）、
市舶库、舶务门⋯⋯

“这些考古发现充分
表明，宁波水文化遗产丰
富多元，不仅具有传统江
南水乡韵味，还有一个特别
耀眼、突出的特点就是‘国
际化和海洋性’。唐宋时，宁
波便是放眼世界、面向全球的
国际化港口，这一点在涉水、
港市考古遗存中体现得尤其生
动。”林国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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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水文化遗产知多少

记者 黄银凤 通讯员 杨晓维

从 1200 年 前 的 明 州 子 城 ，
到今天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港
城宁波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百载
奋斗生生不息。

河的浩渺、海的奔放、江的
灵动、湖的沉稳，孕育了宁波独
特的地域文化，造就了宁波人独
特的精神气质。

东出大海，西连江淮，转运
南北，港通天下。我们生活的古
城，仿若一位智者，默默注视着
浙东运河蜿蜒流经余姚、慈溪、
鄞县、镇海四大古县城，一路向
东奔流入海。

公元 821 年，明州在三江口
建立子城。这段漫长建城史的背
后,并列的是宁波平原由滩涂、
沼泽向灌溉式农田开拓的历史。

千年港城生生不息，除了
“运河之城”“海丝古港”的地
利，也离不开唐时修建的它山堰
的水利治理之功。

它山堰拦截咸潮，历代陆
续修建回沙闸及乌金、积渎、
行春三碶等水利工程，将水自
南向北灌入宁波古城，蓄日
月两湖，养育了宁波古城的
百姓，成为千年港城灌溉至
今的关键水源。

明 清 以 来 ， 宁 波 保 持
了“三江六塘河，一湖居
城中”的水网格局。将于
明天正式开放的塘河文化

陈列馆，展示了这段水文和人文
历史的变迁。

宁波塘河，是宁波先民为御
卤蓄淡、引灌给养而开凿疏浚的
人工渠道。“千百年来，以六塘河
为首的塘河水系，深刻地影响着
甬城的地理形态、空间肌理和发
展格局，主导着甬城的民生水利、
航运交通、商业贸易和人文素
养，记录和延续着这座城市独特
的历史文脉。”海曙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副局长俞岚告诉记者。

“大运河 （宁波段） 是自然
江河与人工塘河并行结合、复线
运行，在整个中国大运河体系中
是独一无二的，充分体现了宁波
地区古代航运体系的独特性。”
在 2023 浙东运河杭甬对话活动
中，有专家这样说。

“宁波要建一座运河馆，底
气何在？大运河宁波段除了拥有
中国大运河的共性之外，还有特
殊的海洋属性，这在中国大运河
其 他 2700 公里河段上是看不到
的。”在“传承·创新·探索”宁
波水文化论坛上，参与河海博物
馆筹建的宁波博物院院长张亮说。

“运河演变与浙东滨海区域
开发是同步一体的过程，这成为
大运河宁波段的一大特性。唐代
设置明州，正是为了保障三江口
河海转运功能的发挥，使其成为
核心港埠。”张亮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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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港城与“江河湖海”的对话

它山堰。 （黄银凤 摄）

宁波塘河文化陈列馆。 （黄银凤 摄）

接官亭，西郊航船埠头的前身。
（资料图片 海曙区文保所提供）

高桥。 （海曙区文保所提供）

第15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引发的话题——

千年港城：“江河湖海”的对话如何深入入

浙东大运河宁波余姚河姆渡段浙东大运河宁波余姚河姆渡段。。（（邱文雄邱文雄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