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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文物保护合理利用的成功典范
——宁波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展

为进一步提高宁波市不可移动文物的开放利用水平，总结、推广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的经验和做法，我市文物行政部门组织开展了第三届全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征集活
动。该活动依据《浙江省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征集规则 （试行）》的相关规定，经县 （区） 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申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汇总，评审组专家评议，共评选出
12项保护利用优秀案例。这些优秀案例类型多样，包括文化遗存展示、红色文化展示、名人文化传承、“活化”利用创新等四大类，涉及文化遗址、名人故居、革命文物、宗教建筑、传统民居
等。这些案例进一步提高了不可移动文物的开放利用水平，为文物保护和传承工作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成为文物保护合理利用的成功典范。

上林湖荷花芯窑址是代表性
的唐宋时期越窑窑址，除生产一般
的生活用器，还制作供奉朝廷的秘
色瓷器。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是中国一百个大遗址
之一，2006 年、2012 年两次入选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保护：在保护窑址真实性、

完整性和延续性上，荷花芯窑址
建立起本体和环境监测体系，对
生物病害、机械损伤、气象水文、
展示行为等进行定期监测。实施
科技保护，对遗址本体开展土、砖

特性研究，加固材料环境适应性
试验等对遗址保存的强度和耐久
性加强研究。

利用：窑址现有展示面积约
2200 平方米，以前后两期考古发
掘成果为依据，在窑址区内采用
原状展示和复原展示相结合的方
式，全面揭示秘色瓷窑场布局和
烧制工艺特点。游客可以通过水
陆两条参观线路进入窑址，沿途
不仅能了解古时窑业生产的地理
环境面貌，也可以欣赏江南水乡
风光以及周边特色农业景观。

上林湖荷花芯窑址案例

新浦老屋建于 20 世纪 30 年
代，原为穿山轮船公司经理胡志
厚私宅，是典型的民国时期传统
民居。

保护：2012 年 12 月，霞浦街
道正式启动对新浦老屋的修缮工
程，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
则，2013 年 3 月动工修缮，8 月底
竣工并通过验收。同年 9 月初对
新浦老屋进行装修及周边环境改
造，工程于 11 月底全部完工。

利用：以新浦老屋为核心打

造张人亚党章学堂。党章学堂已
成为一个集“学、视、听、读、宣、做”
于一体的开放式党员教育示范基
地，制作出台了有关张人亚的话
剧、广播剧并荣获全国“五个一工
程奖”；音乐剧在浙江各地热演；沙
画、快板、儿童剧等也广受好评。中
央广电总台中央电台独家推出新
闻广播剧《不忘初心——寻找张
人亚》；北京卫视《档案》栏目播出

《那个人，他后来怎么样了——张
人亚同志与党章传奇》。

新浦老屋案例

宁静居为鄞州区级文保单
位，凝聚了邵氏精神的文化内涵，
集关中理学之大成，更是大气开
放、勇创大业、报效桑梓的“宁波
帮”精神的实物例证。

保护：2007 年，对宁静居宅
院完整就地保护并进行维修加固，
且将花汀桥的桥面、桥栏、望柱等构
建拆下来保存，原样迁建至宁静居
堂前，融合成为宁波甬剧艺术博物
馆的周边园林景观，保存宁静居
宅院的历史面貌和建筑特色。

利用：2019 年 6 月，甬剧艺术
博物馆正式开馆，成为国家级非
遗项目甬剧的展示、传承、培训、
研究基地，吸引数万人前来参观，
并以博物馆为依托举办“艺术名
家进社区”等一系列活动。致力于

“一圈四平台”模式助力甬剧人才
的培养，促进产学研企的广泛合
作，努力践行文化服务社会的大趋
势、大导向。应疫情防护要求，于宁
静居内多次举办线上甬剧课堂，
超过 6000 人在线同步观看。

宁静居宅院——甬剧艺术博物馆案例

文化遗存展示类文化遗存展示类

保国寺是宁波唯一的全国首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殿重建
于北宋时期 （1013 年），是中国
南方地区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
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

保护：在 2000 年以前，保
国寺大殿曾经历过数次修缮，对
建筑内部分腐朽霉烂构件进行替
换和防腐处理，工程皆完成验收。
2000 年以后，主要是针对大殿的
保护监测系统建设，目前通过定
期对监测数据进行收集和比较研
究，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性保护。

利用：以“保国寺里看宋代”为
题，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的理
念，深度阐释保国寺的文化内涵，
同时构建不同建筑空间之间的联
系、构建古建筑与大历史视野下的
历史文化价值的联系，构建保国寺
历史价值与当代文化使命的联系。
保国寺保护展示中多维的数字化
呈现手法，用今人可体验、可参与、
可释读的方式“翻译”文化遗产，同
时做到对古建筑的最小干预、可逆
性展示，为古建筑的创意展示、创
新利用开辟了一条全新路径。

保国寺案例

红色文物展示类红色文物展示类

沙氏故居位于塘溪镇，由沙
氏五杰（沙孟海、沙文求、沙文汉、
沙文威、沙季同）故居和沙耆故居
组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为守住名人文化资源，
确保故居安全，2018 年在推进鄞
州智慧文保建设过程中，鄞州文
物部门率先对沙氏故居安装无线
烟感器以及文保监控探头，实现
了对该故居 24 小时的安全监管。
2019 年，完成陈列布展的提升以

及故居周边环境的改造。
利用：随着红色研学的兴起

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如火如荼地展开，沙氏故居与
鄞州区党建线路紧密结合，凭借
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重要的红
色地标和网红打卡点。各类红色
研游及党建活动纷纷选择沙氏故
居作为活动地点，沙氏故居频繁
亮相于各大媒体，成为鄞州党建

“金名片”。

沙氏故居案例

柔石为“左联五烈士”之
一，著有 《二月》《希望》《为奴
隶的母亲》 等作品。柔石故居为
木结构三合院建筑，1989 年被
公 布 为 浙 江 省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2002 年建立“柔石纪念馆”。

保护：2018 年 12 月 10 日 ，
故居维修开工。12 月 30 日，完
成相关设备采购、墙体画绘制、
展板制作安装及灯光改造。2019
年 5 月 8 日，工程经宁海县文物
保护管理所验收合格。

利用：围绕如何让革命文物
真正“活”起来这个主题，柔石故居
以红色元素为核心进行改造提升，
通过营造红色氛围、提升陈列展览、
优化功能布局、对接智慧平台等方
式，实现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为
柔石故居注入了新的活力。提升后
的柔石故居“红色文化”熠熠生辉，
社教活动异彩纷呈，年接待参观人
数同比增长 200％，成为宁波市开
展组织生活、加强革命教育、传承
红色文化的重要基地。

柔石故居案例

殷夫为“左联五烈士”之一，
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他的作品是

“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
末的萌芽”。1986 年，殷夫故居被
列为象山县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 1991 年 、2010 年 和
2019 年对故居进行了三次大的
修缮。目前，故居庭院被拓展为广
场，中间安放一座汉白玉殷夫塑
像。门口东侧有沙孟海题“殷夫故
居”黑色花岗岩金字匾。东西厢房
现为《殷夫烈士史迹陈列》室，屋

后的菜园被改建为纪念碑廊。
利用：除了开辟殷夫烈士史

迹陈列室外，还开展学术研究、对
外开放参观，建成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中小学德育教育基地。精心
举办纪念活动，殷夫烈士诞辰一
百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吸引大量
群众参与。推进“互联网+”革命文
物建设，开设“团团带你走进殷夫
故居”云课堂。2018 年 7 月 6 日，上
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历史纪录片

《大上海》剧组来殷夫故居取景。

殷夫故居案例

““活化活化””利用创利用创新类新类

延寿堂位于月湖历史文化街区
北段，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为民
国时期宁波城区规模最大的百货店

“一言堂”店主刘延寿的住宅。
保护：延寿堂修缮工程由浙

江省东阳木雕古建筑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承建。工程于 2015 年 5 月
开工修缮，8 月 31 日正式完工，修
缮过程中，采用“加固结构、修补
恢复、局部更换调整”的技术手
段，对缺损部位用原材质替换，达
到修复保护“修旧如旧”。

利用：甬上枫林晚书店成立
于 2002 年，是宁波知名独立书
店品牌。入驻延寿堂后，书店在
保护文物的前提下营造通透、舒
适、温馨的阅读空间，随着书业
文化的变迁，“枫林晚”已从原先
的纯卖书变成了现在的公共文化
交流空间、书吧阅读空间，兼营
各类文创产品。同时，借助建筑
的历史人文环境，每年不定期开
展各类文化主题沙龙及各种公益
文化活动 200 余场。

宁波延寿堂——甬上枫林晚书店案例

符卿第位于历史文化名镇慈
城镇的中心位置，明清以来，慈城
籍人士中出现许多从事传统医药
业的成功者，乐显扬、乐达仁、冯映
斋、冯云濠、童善长以及当代“江南
药王”冯根生，都是慈城国药商帮
的优秀代表。

保护：2006 年由古县城开发
有限公司出资进行全面整修，保
持原有风貌。2020年，经过多方
论证，建立用于展示药商文化的
慈城药商博物馆。整个展示项目
于2020年4月1日进场，5月底完

成验收。
利用：慈城药商博物馆以清

末民初慈城大户药商人家为场景
布置，所有匾额、对联、名号及
文字内容均为原创，利用民俗文
化，烘托慈城传统医药文化氛
围。自 2020 年 6 月份开馆以来，
慈城药商博物馆吸引了几十万的
游客量，极大地带动周边的旅游，
并充分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与
宁波中医院等专业机构合作，建
立宁波市中医中药教研培训基
地，开展讲课、义诊，专家门诊。

符卿第——药商博物馆案例

名人文化传承类名人文化传承类

孙鹤皋旧居为近现代典型建
筑风格，中西合璧，为区级文保单
位。房主孙鹤皋（1888-1970），奉
化青云村人，早年追随孙中山等
人，曾任民国时期津浦铁路局局
长、铁道部参事等职，是位誉满乡
里的历史名人。

保护：青云村近年来因村集
体自发地对村庄进行有效的环境
整治和文物建筑保护，加之奉化
各部门的大力支持，连续获得中
国传统村落、国家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省 3A 景区村、宁波市历史

文化名村等诸多荣誉，大批游客
慕名而来，成为奉化地区最为成
功的古村落发展保护典范村。孙
鹤皋旧居整体保存尚好，2018 年
打造青云村史馆时，对旧居进行
了保养性维护。

利用：青云村史馆依托孙鹤
皋旧居建筑格局而设，分为 8 个
展示单元，介绍青云藏书重教、地
灵人杰的千年历史底蕴。不仅使
文物建筑得到较好保护，也使古
村落增加一景，促进了青云村旅
游和经济发展。

孙鹤皋旧居案例

陈汉章（1864—1938），我国
著名的经史学家，教育家，国学大
师，其总纂的民国《象山县志》是民
国时期江南四大名志之一。陈汉章
故居位于象山县东陈乡东陈村，为
其晚年治学的主要住所。

保护：2007 年、2013 年陈汉
章故居实施了修缮工程，并通过
验收。

利用：辟为陈汉章纪念馆，自

2007 年开放以来，参观者 100 余
万人次。至今已举办 14 届“陈汉
章读书节”，成为象山县重要的群
众性文化品牌。在陈汉章故居基
础上建设国学讲堂，并在故居内
对东辰村名人和村史进行陈列，
同时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
设陈汉章法治馆、家训馆。2017
年 12 月，陈汉章先生家风家训登
上中央、省、市、县纪委监察网站。

陈汉章故居案例

五桂楼素有“浙东第二藏书
楼”之称，为藏书家黄澄量居室和
会友、写书之所。

保护：梦花书屋修缮由宁波大
汉古风建筑设计公司设计，由广顺源
古建筑公司承担施工任务。自2018
年9月起，历时150天竣工，2019年上
半年由梁弄镇政府组织验收。

利用：除了传统的展示方式
以外，还采取了创新性、探索性的
利用方式。一层作为中小学生和
游客的主要活动场所，分别设置

堂前、家塾、文玩室、服务台，通过
多媒体的方式，恢复、重现清中晚
期梁弄地区书香门第的历史格局
和场景，为青少年开展国学、书
法等教学活动提供现代手段，游
客还能参与雕版印刷、拓印、非
遗手工体验。二层设置藏书室、
雅会室和主人书房。藏书室收藏
余姚出版的地方历史文化读本、
五桂楼原藏书籍现代印刷品，成
为研究余姚地方文化和五桂楼藏
书的首选之地。

五桂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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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保国寺参加研学活动

修缮后的甬剧艺术博物馆一隅

小学生在沙氏故居参加文物研学

荷花芯窑址龙窑模型与作坊遗迹

新浦老屋张人亚党章学堂

甬上枫林晚书店月湖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