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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海曙，历史底蕴深厚。
“1200 多 年 前 ， 明 州 拔 地 而

起，屹立于东海之滨，成为最早望
见启明星的州城。这里河海交融、
商贸繁华、人文荟萃，孕育了浙东
文化、书香文化、海丝文化等具有
鲜明辨识度的宁波文化标识，涌现

出了贺知章、王安石、万斯同等名
人大家。”去年 5·18 国际博物馆
日，在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开馆
仪式上，海曙区主要领导说，海曙
作为两宋明州的罗城、子城所在
地，历史文化遗存俯拾皆是。在这
片文化沃土上，浸染了爱国忠烈的

浩然正气，厚植了浙东鸿儒的人文
根脉，屹立着“海丝之路”的历史
遗迹，流传着王安石以鼓楼刻漏为
题作 《新刻漏铭》 等名人佳话。这
些思想精髓、名士风骨、文化印
记，跨越千年，历久弥坚。

根据规划，海曙区将立足于罗
城、子城这两个我市最具文化历史
厚度和影响力的地段，串联起众多
文物古迹，打造一座“行走的博物
馆之城”。目前，海曙区正在打造
一条明州罗城文化精品体验游线。

明州罗城精品体验游线以鼓楼
为中心，环绕明州罗城古城墙设
计，全长 7.6 公里，途经望京路—
长春路—灵桥路—江厦街—和义
路—永丰路，串联现存的永丰门、
和义门瓮城、望京门等遗址，以及
以天一阁·月湖为代表的历史遗
迹，并涵纳秀水街、永寿街、莲桥
街等历史文化街区。

为打造这条精品体验游线，海
曙区频挥大手笔：望京门城墙遗址
博物馆、宁波塘河文化陈列馆、宁
波天一阁博物院南馆等一批文博场

馆新建扩建，在这里，每万人拥有博
物馆的密度远高于国内同类城区，一
座“行走的博物馆之城”雏形已现。

海曙区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海曙区委先后提出海曙区建设

“ 行 走 城 市 · 寻 找 记 忆 ” 博 物 馆 之
区，打造演绎新场景的都市文博区，
通过新设立海曙区博物馆、制订都市
文博区发展规划、优化博物馆扶持资
金管理办法等，使各类博物馆如雨后
春笋、遍地开花，目前全区已建成博
物馆、展览馆等 40 余个，海曙都市
文博区的集聚效应已形成。

这些文化场馆、设施、项目的落
成开放，成为展示宁波城市演变轨迹
和厚重历史的文化地标与重要窗口，
成为回望宁波千年城市建造史和城市
发展史的实证空间与精神家园。它们
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在文化内涵挖
掘、衍生价值推广、历史教育宣传等
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博物
馆集群建设，通过深入挖掘历史文化
积淀，成为彰显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以及文物资源保护和利用
的重要载体。

“唤醒”文化遗存 千年罗城、子城焕活新篇

记者 黄银凤 海曙区委报道组 孙勇 本版照片由海曙区委宣传部提供

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仅一个多月，明州罗城遗址（望
京门段）就被评为省级文保单位，同时入选省文保单位的还有地处莲
桥第名人文化展馆群落的孙传哲故居；屠呦呦旧居陈列馆、宁波塘河
文化陈列馆等多个文博场馆先后开放，24个文博场馆新建扩建；大
手笔、高水平布局建设的天一阁博物院南馆正稳步推进……

有着1200多年建城史的宁波，在其4.27平方公里的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核心区——罗城、子城内，正在打造一座“行走的博物馆之
城”，一个传承千年文脉的都市文博区呼之欲出。

城纪千年，人文其昌。
千年“河海名城”催生的城市文化，代表的是开放交流和发展；

千年历史遗迹、名士风骨、思想精髓，成为宁波的“文脉基因”，成
就了海曙的千年韵味，彰显着海曙的文博力量。

如果说闻名于世的天一阁等文
保单位像我们这座城市金色的插
页，那么一个个历史文化街区就像
宁波这部具有千年历史的作品的序
言。海曙打造都市文博区，正是基
于其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博
积淀——

罗城可以说是宁波文博味最浓
厚的区块，全市现有 8 个历史文化
街区，其中 7 个汇聚在罗城。该区域
拥有 287 处历史建筑，并涵盖了 6 个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11 个省级文保
点；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浙东
运河段穿城而过，20 余处博物馆、
陈列馆、名人馆相继建成开放；鄞江
它山庙会、高桥会、龙观二月二龙抬
头民俗文化节等悠久的非物质文化
传统，传承至今，余韵悠长⋯⋯

宁波的建城史，是从鼓楼奠基
的第一块城砖开始的，而罗城脚下
的这片沃土，塑造了这座千年古城
的人文精神。

“道不离器”“经世致用”“知行
合一”，人文学术之湖——月湖、以
甬上证人书院闻名的白云庄所孕育
的浙东文化精髓，涵养了宁波人诚
信务实的品质；传承 450 余年的天
一阁和“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传
统，铸就了宁波“文献之邦”“院士之
乡”的美誉；望京门城墙遗址、永丰

库遗址等出土的大量海丝遗迹遗
物，见证了宁波人“敢为天下先”的

“弄潮儿”精神，这种精神代代相传，
开启了“宁波帮”的百年辉煌。

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凝聚起我
们的历史感、文化感、自豪感和自
信心。

眼下，海曙正依托罗城的文物建
筑，联动天一阁·月湖景区，秀水、永
寿等历史文化街区，将鼓楼、高丽使
馆遗址、钱业会馆等历史节点串珠成
链、连片开发，打造“活态”历史博物
馆，展现让人“一阅千年”的魅力。

上个月，秀水街历史文化街区
综合改造项目发布招标公告。

“秀水街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宁
波历史文化名城中十分重要的成片
物质文化遗存之一，也是宁波老城
内格局、风貌保存完整的片区之
一。总用地面积约为 5.73 公顷的这
片街区，规划定位为‘市井烟火·
活力街区’，总投资 8 亿元，打造
历史文化街区与新时代市井活力共
生的宁波样板。”海曙区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说。

包括秀水街在内的一批历史文
化街区改造和城市有机更新项目纷
纷启动，这种改造和更新，不仅是历
史文化的单一传承，也有现代文化
的多元融入，并且注重罗城整体风

貌的协调与文脉的延续性，保护好
原生态的气息和活力，让罗城能够
历久弥新、“再越千年”。

在规划中可以看到，海曙坚持
“以文铸魂、以文兴业、以文塑城”的
原则，使都市文博区具备“重塑城市
风貌的文化空间、提振城市活力的文
化现象、清润城市风尚的文化精神”。

同时，高质量整合辖区文博资
源。去年，海曙成立了都市文博区
联盟，天一阁博物院、望京门城墙
遗址博物馆、宁波教育博物馆、屠
呦呦旧居陈列馆等首批 13 家单位

加盟，已携手开展“经典与传承”绘
画展、“水墨春华——中国山水画创
作新体验”悦读会等 80 余场活动。

让丰厚文化家底变成发展的最大
优势，海曙通过着力打造都市文博区
印证了这一点。

“都市文博区意味着现代、代表
着开放、彰显着特色，是一种繁华、
一种引领、一种个性。我们要寻找文
化脉络、嵌入现代科技，做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从殿堂
走向人群、走向市民。”海曙区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与现代文化融合 历史文化街区重现生命力

把一座城打造成“没有围墙的
博物馆”，并在生活实景中重叠时
空印记、演绎古今变迁。2022 年全
国文物工作会议召开后，作为浙江
省文物大区的海曙区，在海上茶路
启航地竖起了一个极具辨识度的
城市文化品牌大 IP——打造演绎
新场景的都市文博区。

卓越品牌，赋能城市发展。作
为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海曙
将始终坚守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重要使命，以保护提
升重塑古韵风貌，以传承创新塑造
经典品牌，以融合发展激活经济动
能，加快打造都市文博区，让文化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具体来说，可以通过‘焕新’
文物遗迹、打造文化地标、创作文
艺精品、举办文化活动、布局都市
产业、开发文创产品、设计旅游
线路、采用虚拟现实新技术等，
使文博元素和城市改造更新、文
化建设与文化消费、文旅产业发
展等深度融合，通过‘文博+’赋能
城市发展、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满
意度。”海曙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品牌活动焕彩出新。场馆在人
流中复苏，城市在文化中繁荣。去
年上半年，海曙成立都市文博区联
盟，举办“天一读书节”及各类文博
展览、活动、交流 80 余场次。推出
都市文博区手绘打卡地图、导览手
册、宣传片、形象片及近 10 条研学
路 线 ，进 行“ 夜 游 博 物 馆 ”“ 文 物
馆+咖啡”“博物馆+沉浸式演艺”

“博物馆+特色图书”的探索实践，
推出都市文博区大型定向打卡活
动和“在海曙·游文博”五大系列活

动，结合纪念王应麟诞辰 800 周年
制作广播剧《应麟与少年》，海曙都
市文博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盘活历史遗存，发展文化产
业。在城市改造和产业提升浪潮
中，如何推进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海曙区人大组织人大代表，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专
题调研；海曙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
赴多地考察，邀请业界专家多次为
海曙“支招”。专家委员建议，以丰
厚的人文底蕴和自然资源为依托，
以“沿奉化江、余姚江，发展翠柏里
创新带”两沿一带为主线，强化数
字赋能、创意驱动，让科技赋能文
化，让文化赋能城市，将海曙打造
成宁波数字文化引领地、文化创意
新高地、文旅融合示范地和中国工
业设计新城。

强化城乡文化标识，掌握流量
密码。让文化能沉浸式体验，让观
古迹、入民俗、尝美食成为市民休
闲、游客出行的重要内容之一。比
如，在秀水等历史文化街区，开发
沉浸式文旅演艺、沉浸式文博娱乐
体验产品，植入更多非遗体验、现
代艺术、文化雅集等新型业态，以
场景化、体验式、互动性的方式，让
更多人体验到文化的乐趣。

今天，当我们站在西塘河畔、
明州罗城遗址等城市文化地标上，
明州千年城墙的兴修、增葺、毁
弃、拆除早已成为历史，然而，
海曙却在乘势而为，大力推动扶
持博物馆建设，奋力打造魅力卓
越的人文城区，为全面建设现代
化滨海大都市卓越城区、在“勇
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征程中
打造卓越范例作出新的贡献。

以传承创新塑品牌
都市文博区助力宁波出圈

再现塘河辉煌——宁波塘河文化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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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藏古今——天一阁。

提升改造后提升改造后，，月湖再现月湖再现《《双燕双燕》》图景图景。。

▲风雅鼓楼沿。

从“一堵墙”认识一座城——望京门遗址公园。

海曙做强文博IP，打造现代文明城市样本

传承千年文脉，都市文博区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