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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宁波海洋文化博大精深、渊源
流长，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记载海丝文化的

“活化石”，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宁波海洋文化产
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昨天下午，“宁波海洋文
化挖掘保护与传承应用”研讨会在富邦大酒店召开，与会
专家们各抒己见，就宁波海洋文化的挖掘方向、应用领域
以及创造性转化等给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海洋文化离我们是远还是近？

地理上，宁波离海洋很近；心理上，宁波离海洋很远。
因为，说到海洋文化，很多人的感觉是模糊的。

浙江海洋学院前院长裴鲁青认为，目前对海洋文化的
研究大多是零碎的，海洋文化产业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
与科技、艺术的有机融合，缺乏新视野和想象。这就需要
把各行各业涉及海洋文化的各种力量组织起来。

宁波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陈建祥认为，宁波是“海上
丝绸之路”始发港，文化遗产丰富。大运河文化带有一些工
业遗存，是海洋文化的记忆，如渔业公司仓库、冰厂等。

象山的渔文化和北仑的港口文化是目前比较有特色
的海洋文化的组成部分。来自象山的丁建东致力于渔文
化的传播，他认为应该以传统为根基，以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新需求为导向开发新产品。

要打造宁波自己的海洋文化IP

宁波大学的鲍展斌副教授认为，创新发展宁波特色海
洋文化产业，将海洋文化遗产运用创意、科技等手段进行现
代包装和重新诠释，研究用现代理念、现代科技、现代设计
等演绎海洋文化的丰富内涵，非常有益于海洋文化遗产的
传承与发展，打造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新模式。

浙江海洋大学校长、宁波海洋研究院院长严小军则表
示，港口文化体现互利共赢，渔文化强调个人能力，这特别
符合宁波的城市文化定位。宁波挖掘海洋文化发展海洋
文化产业需求巨大，可以用“共享经济”的思维方式来搭建
平台，开发宁波自己的海洋文化IP，引领和凝聚更多的人
才、资源来深入开发海洋文化产业，把海洋传统文化讲出
新意，让海洋文化产品做出创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研讨会为讲好宁波海洋故事、做实宁波特色的海洋文
化产业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房炜）为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昨天，由宁波市委宣传部
主办的“戏曲进校园”活动全面启动。

上午，在鄞州区华泰小学，市甬剧团带来的
《牡丹对课》《半把剪刀》选段等甬剧折子戏表演，
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了甬剧之美；在育才实验学
校，学生们聆听了《甬剧发展史及甬剧表演艺术
特色》讲座，明白了传统文化就在大家身边。

下午，在宁波大学西校区音乐学院小音乐厅
里，国家一级演员、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当家花旦
谢进联给大学生们讲了《越剧艺术赏析》专题讲
座，一边讲一边还有“小百花”新生代演员徐秋英、
邢步青的精彩表演，大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

此外，宁波市演艺集团昨天还前往李惠利

中学、行知小学、怡江小学等学校播撒了戏剧文
化的种子，“戏曲进校园”活动全面铺开。

据了解，“戏曲进校园”活动分戏曲演出、名
家讲座、社团培育、戏曲夏令营等板块，考虑到
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理解力和欣赏习惯，教学内
容也会化繁为简、由易而难，循序渐进地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

宁波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谢安良介绍：
“戏曲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推动戏曲进校园，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文
化工程。我们计划每年安排120余场‘戏曲进
校园’活动，力争三年实现全市大中小学全覆
盖。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培育校园戏曲文化氛
围，让学生们了解戏曲、爱上戏曲、享受戏曲。”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乌莹君）昨
天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雕文镂字·生活
——邓伟雄、郑炜明先生捐赠展”在天一阁书画
馆开幕，100件木刻雕版和木活字生动展现了我
国清朝时的社会生活。

继2014年12月郑炜明博士向天一阁博物馆
捐赠了两套133块家谱雕版之后，今年，香港大学
饶宗颐学术馆的两位副馆长邓伟雄博士和郑炜
明博士再次向天一阁捐赠了100件文物，主要为
清代雕版和木活字盘，内容涉及儒家思想、道教
经典、民间生活等。

郑炜明昨天在展览开幕式上一开口就说
“老乡好”，他透露自己是宁波人，祖籍鄞州，
“我没有儿女，多年来收藏的藏品就好像我的亲
生儿女，是我一辈子情感的付出和寄托，捐给
天一阁就是给儿女们找了个好人家。”虽然已经
捐赠了两次， 郑炜明表示自己还会捐赠第三
次、第四次。

邓伟雄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绘画，同时也是著
名的词人和收藏家，作为饶宗颐的女婿，他身兼
香港大学饶宗颐艺术馆的负责人，对于天一阁和
饶宗颐艺术馆之间的友好交流做了很多工作，此
次他也捐赠了不少藏品，但因工作原因没能来参
加昨天的开幕式。

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是我国古代的重要
发明，本次展览分雕版和活字两部分。其中雕版
部分又分“儒家集录”“道教经传”“民间医药”“民
间规范”“民间习俗”“民间信仰”六个章节。最具
看点的当属“民间习俗”章节，如《祠堂图》《牌位
供奉图》等，内容丰富、雕刻精美，有较高的文物
价值和艺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天一阁书画院将在12月9日
和16日上午举办两场“活在字里——木活字印刷
体验活动”，参与者可以亲手装版、打墨、印刷，体
验一番木活字印刷。此外，12月8日下午，郑炜
明将主讲《乐在其中——漫谈文物收藏》讲座，讲
述他和邓伟雄先生的收藏趣事。

我市“戏曲进校园”
活动全面推开

打造属于宁波的海洋文化IP
“宁波海洋文化挖掘保护与传承应用”
研讨会昨举行

连续两次向天一阁捐赠雕版等藏品

郑炜明：我给“儿女们”找了个好人家

在宁大举行的《越剧艺术赏析》讲座现场。 记者 周建平 摄

展览一角。记者 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