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5 特别报道 2021年12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廖惠兰

“一个非遗系列展能够长年坚
持，并且不断挖掘创新，非常难
得，这在国内也是少有的。它以鲜
明的老宁波特色，不仅给宁波市民
以温馨的回忆，也给外来游客以深
刻的印象，这一独具特色的非遗保
护方式在浙江乃至全国都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力。”浙江工商职业学院
教授、非遗研究专家庄丹华评价。

这个既与当下生活方式产生有
力链接又能让传统在不断的创新中
得以传承的非遗展，不仅收获市民
的喜爱，业内也是好评如潮。

从年度策划、展陈形式、展览
配套活动、主题选取到每一场展览
的文化创意、文案撰写、美学展
陈、品牌化的形象包装等环节的把
关，宁波市文化馆“温故”非遗展
主创团队都全程参与。“每一场展
览的筹备工作至少要提早 2 个月，
因为受疫情影响，原定的展览调整

或延期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对主
题的准确把握、展品选取上要做大
量功课。我们希望通过品牌化的打
造，让‘温故’非遗展成为宁波一
张闪亮的文化 IP，所以包括展览
的形式，也是带入观众的体验视
角 ， 去 反 复 打 磨 展 览 的 每 一 环
节。”宁波市文化馆非遗部主任竺
蓉说。

在谈起如何让非遗展更多地吸
引到年轻人目光，竺蓉认为，“温
故”非遗展是一个立足宁波的年轻
时尚展览品牌，是向年轻人传播非
遗的最佳窗口之一。除了用一些现
代装置艺术、数字化技术等年轻人
喜欢的形式去提升观展体验感，更
重要的是通过设置一些有趣的内容
和环节，形成一种对话，从而引发
思考。

“ 比 如 每 一 期 的 展 览 在 策 展
中，无论是内容选择，还是布展风
格，活动设计都更考虑普通老百姓
以及年轻人是否更容易接受。我们
在展览场地选择上，入驻过地铁，
也走进过景区。活动环节，设置过

网红打卡游戏项目，也与七夕、冬
至、端午等传统节日结合，赋予它
更大的文化内涵。”竺蓉说。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展览项目
的 具 体 策 展 执 行 团 队 是 一 群 以

“90”后为主的年轻人。
“展览前期，我们团队会做大

量的走访，在这个走访非遗传承
人、挖掘非遗主题相关故事并在策
划中力求创新的过程，对于我们来
说也是一次温‘故’知‘新’，希
望观展人能感受到其中的温度和故
事。而且在展陈形式上也做了创
新，它不再是‘单机版’的，增加
了互动和体验。”该展执行统筹邹
瑜平说。

去年举办的第一十八回“药行
街的故事”，是以传统中医药类非
遗项目为展出内容，通过回溯宁波
药行街的辉煌历史，串联起 15 项
宁波本土中医药类非遗项目以及宁

波慈城药商的惊世传奇。在展厅里
特设了互动空间，并邀请到寿全斋
传承人为大家演示讲解中药炮制技
艺。这个体验环节就很好地激发了
大家的兴趣，很多人录制了视频去
网上分享与传播。

回 顾 起 这 场 展 面 临 的 挑 战 ，
“温故”非遗展执行负责人赵尹深
有感触：“举办这一场时降温又降
雨，我们要在和义大道的露天广场

‘复刻’一段旧时光中的药行街。
它是我们温故展从 117 艺术中心走
出来以后，第一次的纯室外展览场
景。方案一次次推翻，材料一遍遍
地打样试验，才有了最终呈现的

‘新与旧’对比效果。”
“温故”非遗展的用心，不仅

体现在每一次展陈场景的细节里，
还包括海报里“温故”字样的设计。
据介绍，展览主 LOGO 特别邀请了
在现代书法和水墨艺术实验领域深
耕多年的艺术家柴小华来创作。其
独创的字体“大唐贵妃体”以流畅圆
润的线条和敦厚张力的筋骨，也为
展览奠定了当代美学气质。

“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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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非遗展一展5年办了21回

“温故+”打造亮丽的“非遗风景线”

一年一个主题，以非遗故事为主线，温故而知

新——五年来，宁波“温故”非遗展围绕本土各级

非遗项目，分别通过“非遗手工艺”“宁波故事”

“宁波印象”“城市印记”和“非遗生活志”五大主

题，共计展出 21 回，鲜活地演绎了宁波非遗新生

态。

自 2017 年至今，除了主题展览，“温故”非遗

展还举办了宁波文博会、中国 （宁海） 徐霞客开游

节等专场特展，并通过中日韩漆艺交流会、保加利

亚索菲亚中国文化中心展览等国际化交流展览形

式，形成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力，在线上线下引爆了

千万级流量。

“‘温故’非遗展与传统的非遗保护宣传活动

互补、互融，发展至今已逐渐形成持续性的非遗

IP，成为宁波创新打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展览

品牌。未来，我们将继续在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中不

断创新，让非遗与城市生态产生更多共振，使之成

为城市文化名片之一。”宁波市文广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上个月，东钱湖韩岭水街迎来
了一场美轮美奂的古风演出，就此
拉开了“温故”非遗展第廿一回

“家生”的序幕。“家生”在宁波方言
中，意为劳动工具及日用器物。作为

“宁波非遗生活志”的最后一部，以
日常之“用”为主题，展览展出了宁
波、绍兴两地包括宁波朱金漆木雕、
越窑青瓷烧制技艺、嵊州竹编等 10
项非遗项目，并结合视频故事、互动
体验等，让市民朋友与游客再次找
回了旧时光中家的味道。

据悉，今年的“温故”非遗展
“宁波非遗生活志”共计三回，以
日常生活中的“吃穿用”为非遗主
题，以非遗叙述生活之美，以生活
体悟非遗之志，带领甬城百姓领略
宁波非遗生活之美。在宁波建城
1200 周年之际，从一个侧面反应
城市生活的发展变迁。

今年 5 月，在余姚阳明古镇拉
开帷幕的第一十九回“情味”，它
以“食”为主题，从宁波源远流长
的盐文化和米文化两条主线展开，
串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晒盐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状元楼宁波菜烹制技

艺 等 14 个 项 目 。 在 “ 五 一 ” 假
期 ， 现 场 微 景 观 互 动 体 验 引 爆
60000+人次打卡；

今年 9 月，在千年古县城慈城
香 黛 宫 馆 推 出 的 第 二 十 回 “ 衣
锦”，以“穿”为主题，展出宁波
地区包括余姚土布制作技艺、红帮
裁缝技艺、金银彩绣技艺、余姚盘
纽技艺、象山盘扣制作技艺等有关
服装工艺的非遗项目。

“今年的 3 回展览延续了‘温
故+’的方式，与文旅古镇、老街
等景区联动，打造宁波城市文化景
观，让观众更加贴近历史去感受非
遗。”宁波市文化馆副馆长、市非
遗保护中心副主任孔燕介绍，基于
文旅融合的大背景，“温故”非遗
展创造性地将非遗与宁波旅游景
点、城市文化符号进行联动。

2019 年，“温故”非遗展围绕
“宁波印象”主题，在宁波文化地
标展示非遗项目。天一阁“天一书
缘”展出“古籍修复技艺”等非遗
项目，东钱湖“钱湖金影”展出国
家级非遗项目“三金一嵌”，保国
寺“四明画境”则展出“四明佛
画”这一宁波市级非遗项目。

“温故+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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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每天必备的地铁月卡，
小朋友喜欢的非遗主题贴纸，
学生族需求最大的笔记本，每
个人“年尾”桌上少不了的一
本日历摆件⋯⋯

由该展衍生出来兼具审美
与实用功能的中国特色非遗文
创产品，不断涌现，成为宁波
年轻人喜欢的“潮流单品”，让
非遗不再只是古老的手艺或文
物，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
逐渐“活起来”并“火起来”。
这些文创产品，成为市民日常
生活中展示个性的用品，也推
动了城市文创产业的发展。

“‘国潮’的概念，与我
们非遗保护的理念‘见人、见
物、见生活’是一致的。非遗
项目的‘潮’化，既要重视对
IP 符号的提炼，也要重视对 IP
符号的衍生。”孔燕说。

当下流行的“国潮”概念
里两个基本要素“中国传统文
化的元素”和“融入当下潮流
的时尚感”，与非遗项目代表的
优秀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把传
统非遗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尤
其是进入年轻人的视线，让更多
的 年 轻 人 热 爱 我 们 的 传 统 文
化，这也是我们举办‘温故’
非遗展的初衷。”孔燕表示。

据介绍，举办“温故”非
遗 展 的 想 法 始 于 2016 年 。 当
时，宁波市文化馆 （宁波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为宁
波 东 亚 文 化 之 都 子 活 动 项 目

“省非遗衍生品大赛”做的充满
现 代 感 的 设 计 引 起 了 热 烈 反
响。于是，在宁波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的指导下，宁波市文化
馆通过现代化的设计加美学化
的叙事，让非遗有了一个全新
呈现的面貌，也成了非遗办展
的新方向。

“温故”非遗展相继出现在
2017 年 中 日 韩 漆 艺 交 流 会 、
2018 年保加利亚索菲亚中国文
化中心展览等国际化交流展，
成为外界了解宁波的一个窗口；

“温故·知新”非遗创意精
品 展 亮 相 2019 年 徐 霞 客 开 游
节，展出宁波传统工艺及经典
非遗项目。一批具有代表性的
创意衍生产品受到五湖四海游
客的欢迎；

“温故”非遗展 2020 年首
展集结宁波 25 个国家级非遗项
目走进宁波轨道交通，以线下
扫 码 线 上 浏 览 的 全 新 观 展 体
验，让“温故”非遗品牌全面
地走向大众视野⋯⋯

从艺术中心展厅走出来，
走进宁波景点、商业中心乃至
大 众 的 日 常 旅 游 生 活 ， 宁 波

“温故”非遗展通过可见、可互
动的形式，使传统非遗以更灵
动的形式融入城市生活每个细
节，让市民和游客领略非遗的
文化内涵、非遗人的匠心及风
采，给予无数宁波人在情感上
的回忆、共鸣和感动。这也是
一个展览能举办五年的根本原
因。

“温故+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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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宁波汤
圆、梁祝传说、“三金一嵌”（泥金彩漆、朱金漆
木雕、金银彩绣、骨木镶嵌）、十里红妆等传统
手工技艺、传说与民俗享誉海内外。

宁波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28 项、省级 96 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16 位、
省级 101 位；国家级传统工艺振兴目录项目 5
个、省级10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数居副省级城市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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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惠兰/文 图片由宁波市文化馆提供

“温故”非遗展五年主题

““温故温故””非遗展第一十九回非遗展第一十九回““情味情味””走进阳明古镇走进阳明古镇，，现场的现场的““印糕互动区域印糕互动区域””人气火爆人气火爆，，市民可亲手体验糕点制作市民可亲手体验糕点制作。。

“温故”非遗展第八回演绎梁祝传说“化蝶”。

“温故”非遗展第一十六回进驻宁波轨道交通。

“温故”非遗展部分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