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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向海而生，7000 年前的河
姆渡先人划着桨开始了最早的海上
航行。

东汉末，宁波就已经与海外往
来频繁。唐宋时期，明州港发展成
为中国的主要港口，9 世纪阿拉伯
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在著作中
把明州与广州、泉州并称为中国的
三 个 贸 易 大 港 。 贯 穿 南 北 的 大 运
河 ， 使 宁 波 获 得 了 广 阔 的 内 陆 腹
地。河海相连，宁波站在了中国大
运 河 南 端 出 海 口 和 “ 海 上 丝 绸 之
路”东方始发港两条文化线路的交
汇点。

文化需要记忆，需要传承，需
要发展。在 《丝路·港城——宁波

“海丝”的影像文本》 主题摄影展
中，越瓷、船人、妈祖、“小白礁Ⅰ
号”、白沙码头、宁波舟山港、宁波
帮 、 甬 江 与 姚 江 两 岸 ⋯⋯ 连 接 了

“海上丝绸之路”与“港通天下”的
14 组影像，让熟悉这座城市的人们
产生共鸣，也让不熟悉的人们发出
感叹：宁波，就是中国港口与城市
互动发展的缩影！

宁波是舟船文化的发祥地，“舟
船”的形象和意象不时出现在摄影
师的镜头下。“小白礁Ⅰ号”沉船的
打捞出海，佐证了宁波港口昔日连
接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地位。

《小白礁Ⅰ号》 组照中，宁波水
下考古队员们身后，是出水沉船修
复展示区，来中国港口博物馆参观
的人们可以看到“小白礁Ⅰ号”等
古代沉船保护场景与修复流程。

位于三江口的和义大道是当下
宁波城内最雍容华贵的沿江地带，
这里从古至今受人青睐，唐代造船
厂、宋代海运码头就埋藏在地下文
化层中。拨开大面积的船体碎片之
后 ， 人 们 惊 喜 地 发 现 历 史 的 馈 赠
——舟体完整的唐代红松木龙舟，
尖头、尖尾、方底，技术世界领先
的宋代古船。如今，唐龙舟安放在
三江口东岸的庆安会馆，隔江与年
仅 10 岁的和义大道跨越千年相望。

《和义船话》 中，小女孩拿着船型灯
盏穿梭，如同带着沉船故地重游，
路过华冠丽服的海报，感受似曾相
识 的 江 风 ， 一 饱 “ 繁 华 之 上 仍 繁
华”的眼福。

宁波人的祖先创造了彪炳世界
舟楫历史的造船文化，宁波的后人
一直以来传承着先人的造船文化。

《船人·船模》 中，宁海的 12 位船
模制造者身份多元，他们既是收藏
者，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从句章到三江口》《外滩边上
一条船》，描绘的是宁波这个因港而
生 的 城 市 ， 沿 着 运 河 古 道 一 路 向
东，不曾停下奔向大海的脚步。

越窑青瓷作为唐宋及之前外销
瓷的主要类型之一，不仅见证了中
国瓷器贸易的繁荣和明州港对外贸
易 的 盛 况 ， 更 是 展 现 了 中 国 古 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脉动。《越
瓷物语》 中，散落在上林湖周边的
越窑古瓷，越瓷碎片，现在的越瓷
作坊，年长的或是年少的匠人，专
注的目光，古老的技艺迸发新的活
力，继续传承千年的文化。

《白沙码头的记忆》 中，有描
绘，有揭示，也有审视，工业遗存
的景观诠释了河埠头到东方大港的
千年发展之路。《一箱一路》 立足于
现实，以运输业集约化、规模化扩
展为切入点，反映东方深水大港与
经济飞速发展的内在关联。

《姚江向东流》《甬江两岸》，是
站在当下审视孕育了海丝文明的姚
江与甬江以及生活在两岸的人们。

《甬江新说》 着意于对一段中外
交流历史的回顾与致敬。《妈祖与宁
波》《丝路慈航》 是基于一种信俗文
化来“批注”海上丝路对宁波的影
响。

包玉刚、邵逸夫、李立三⋯⋯
这些“宁波帮”的巨子们，从宁波
外滩码头启航走向世界，成为一个
时代的仰望。《宁波大学与宁波帮》
通过对宁波帮捐赠给宁波大学的校
园建筑进行肖像式拍摄，用独特而严
谨的语言述说宁波帮的家国情怀。爱
国爱乡、创新创业的“宁波帮”精神，
也激励着一代代莘莘学子。

影像凝固了时间，回溯了过往，
重现了宁波“海丝名城”的悠久历史，
也让我们去思考宁波在新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中的时代担当。

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吴宗其
说，这 14 组专题是记录本土家乡文
化的一种镌刻与传承，也让他对宁
波这座港城有了新的认识。“ 《丝
路·港城》 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值得
反复回味，由一个个小专题串成一
部宏大的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史诗，
从细节入手，对居住着的这座城进
行了解剖与分解，从现实角度重塑
海上丝路，在记录这个时代的社会
现 象 与 社 会 特 征 的 同 时 ， 把 这 座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
江’城市的传奇历史也留存下来，
让影像更加具有历史价值。承载家
乡变革的影像才是摄影艺术创作的
真谛。”

■14组影像回溯“海丝”名城

四明影社成立于 2015 年，这
是一家以拍摄“方圆一公里”故
事为主题的本土社团。20 多名成
员来自各行各业，“志同道合，以
影会友”是影社成立的初衷。

四明影社发起者、市摄影家
协会名誉主席沈一鸣说，摄影人的
直接体验就是创作的源泉，只有抓
住方圆一公里，不断去发现身边的
美，才能从熟悉的环境中提炼出具
有力量的作品。“我们摄影人要善
于思考，这样才能有别于大众化和
娱乐化。拍张图片很容易，艺术创
作却充满艰辛。”

这一次，四明影社的“方圆
一 公 里 ” 聚 焦 宁 波 “ 海 丝 ” 文
化，得到了中国港口博物馆的支
持。查资料、拍摄、讨论、编辑，3 个
月后定下了 14 个小专题，又花了 6
个月时间完成最后的拍摄，10 多位
摄影师既有独立作业，也有组队合
作。在他们心中，以影像展现宁波

“海丝”文化，呈现和表达的是对待
历史与社会的情感态度，不能只有
遗迹、遗存，而是用摄影的观看体
验与视觉表达实现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明相互交融。

于是，他们的镜头里有了孩童
手中的船型灯盏、年轻瓷工对着
手机在素坯上画纹样，有了姚江
边公园里练瑜伽的青年女子、捡
垃圾的志愿者，有了宁波大学里

“宁波帮”人士捐建的一幢幢教学
楼、白沙码头空置的仓库，以及
密密麻麻堆在港口的集装箱⋯⋯

摄影师们用眼睛去发现江南水乡
的灵秀与东方大港的气势，在现实
中建构海上丝绸之路上宁波这座
城市的“记忆”。

拍摄这 14 组影像期间，四明
影 社 的 摄 影 师 们 多 次 在 一 起 讨
论、拍摄，再讨论再拍摄。比如

《宁波大学与宁波帮》 这一组，用
移轴镜头拍出来的教学楼、图书
馆方正之中带着温暖亮色，拍摄
时要找差不多的天气、时间和光
线，跑两个校区，一趟两趟是完
不成作品的；《白沙码头的记忆》
灰色调的静寂，来自摄影师几十
年的社会观察；记录宁波二中与
德国巴伐利亚州诺伊马克特市一
中学交换生文化之旅的 《甬江新
说》，是四明影社辗转找到主办
方，续上了 150 年前德国地理学

家李希霍芬站在甬江边感叹宁波
人的勤奋与努力之前缘⋯⋯

数码技术让摄影有了更多的
表达方式，《从句章到三江口》和

《丝路慈航》用了数码后期制作，摄
影师的观点、技术与思想合力构建
出独特的视觉外观和意义内涵。

沈一鸣说，选择摄影作为“丝
路”与“港城”书写的方式，并不仅仅
是对现实世界进行客观记录，而是
在纪实的同时，从现实中抽离出来，
形成独立的影像文本。“影像是主体
评价的产物，在时代的剧场里，摄影
师一定是‘在场者’。”他认为，影像
拍摄全民化的时代，作为摄影人应
该静下心来思考如何用图片来表
达自己的主观思想，让自己的作品
拍得有深度，从历史的眼光反观当
代，用当代的视觉留影未来。

■摄影师一定是时代的“在场者”

这 次 展 览 的 特 别 之 处 还 在
于，中国港口博物馆向四明影社
定制了内容。馆长冯毅和沈一鸣
共同担任了项目的策展人。

作 为 宁 波 唯 一 的 “ 国 字 号 ”
博物馆，中国港口博物馆自开馆

之初，就将如何挖掘宁波港口历
史，如何传播宁波“海丝”文化
精髓为己任。无论是藏品收集、
学术研究、陈列展览，还是社会
教育，中国港口博物馆都希望能
深入浅出地解读“港城互动”的

发展规律，给今天以启迪。
冯毅说，博物馆是通过历史

文物、档案来保存人类集体文化
记忆的综合体，既留存过去，又
记 录 当 下 ， 更 期 望 能 展 望 到 未
来。“博物馆除了收藏、研究和展
示，更可以开展知识生产，也就
意味着可以通过组织艺术研究和
创作项目，对现有的客观世界进
行主观描述。”“摄影毫无疑问是
可视化档案留存的基本途径。对
于博物馆来说，摄影可以是一件
藏品，一份资料，也可以是传播的
载体和宣传的途径，但不管是什
么，都应该是博物馆可以融合和信
任的方式。”这次展览的成功推出，
正是基于中国港口博物馆对影像
载体的充分信任和主动融合。

冯毅说，博物馆和影社有不同
的观察和思考方式，也因此带来更
有深度又丰富有趣的呈现。这 14 组
作品，是颇具时代意义的关于宁波

“海丝”的影像文本，会让熟悉这个
城市的人们产生共鸣，也会让不熟
悉这个城市的人们发出感叹：宁波
舟山港，就是中国港口发展的缩影！

“我们要做的就是为每一位观众呈
现最为直观的新博物馆意义的传
播，在今天，就是这 14 组宁波‘海
丝’的影像作品。”
（（本版图片由四明影社提供本版图片由四明影社提供））

■为大众呈现“知识生产”的新博物馆意义

宁波是古丝路“活化石”，蕴藏着丰富的“海丝”文化；宁波也是新丝路“见证者”，宁波舟山港已与世界上100多个国
家、600多个港口紧紧相连。如何展现这座港口城市的文化瑰宝和活力，宁波四明影社和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合作开展了

“丝路·港城”摄影项目，历时一年多得以完成，于5月18日推出《丝路·港城——宁波“海丝”的影像文本》主题摄影展，摄影
师通过照片探讨现代文明与宁波“海丝”历史文化遗存的关联，以及宁波在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时代担当。

《《船人船人··船模船模》》

《《一箱一路一箱一路》》

《《外滩边上一条船外滩边上一条船》》

《《真诚图书馆真诚图书馆》》 （（庞升东捐资庞升东捐资，，20172017年年11月竣工月竣工））

《《和义船话和义船话》》

摄
影
师
镜
头
中
的
宁
波

摄
影
师
镜
头
中
的
宁
波
﹃﹃
海
丝
海
丝
﹄﹄
影
像
文
本

影
像
文
本

见见
证证
海海
上上
丝丝
路路
﹃﹃
活
化
石

活
化
石
﹄﹄

□陈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