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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鉴 2020年5月19日 星期二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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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口博物馆馆长冯毅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港博自
开馆之初，就将挖掘宁波港城
历史，传承港口文化，弘扬“海
丝”精神作为己任。“摄影对于
博物馆来说，可以是一件藏品、
一份资料，还可以是传播的载
体，但不管是什么，都应该是博
物馆可以融合和信任的方式。
因此，以港口为主题的中国港
口博物馆委任摄影师来为宁波
这座城市建立一些‘港城’和

‘丝路’的影像文本档案，就显
得有一定的意义。”

“今天呈现的14组作品的
选题，是博物馆学术研究部的
老师和四明影社的摄影师一起
在长长的宁波‘海丝’清单中共
同确定的，仅选题的过程就历
时 3 个月。来来回回反复研
究，既需要考虑题材的代表性
意义，也要考虑实际拍摄的可
能性和呈现度。在接下来半年
左右的拍摄创作过程中，四明
影社又组织了多次作品讨论

会。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作
品，很好地探讨了现代文明与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遗物、遗存
的互动作用，以及宁波的新时
代意义。”冯毅说。

四明影社社长、摄影家沈
一鸣告诉记者：“宁波海丝文
化的遗迹现在我们有幸还能
看到一些，比如永丰库遗址、
庆安会馆等，但更多的消失
了。如何通过摄影创作挖掘
历史、记录当下，并留存到未
来，这是我们的目标。从三江
口的江厦到江北岸，宁波港仅
仅前进了不到一公里的路，却
花了 1000 多年时间；从江北
岸到镇海港区，前进20公里，
用了100多年；而在改革开放
40年间，从镇海港区到宁波舟
山港一体化，宁波港已一跃成
为世界瞩目的泱泱东方大
港。从内河港到河口港，再到
海港、海岛港的嬗变，是宁波
港人绘出的宏伟画卷，更是我
们创作的源泉。”

挖掘历史 记录当下 留存未来
《丝路·港城——宁波“海丝”的影像文本》展览在港口博物馆开启

《小白礁1号》《越瓷物语》《和义船
话》《从句章到三江口》《姚江向东流》
《妈祖与宁波》《船人·船模》《外滩边上
一条船》《宁波大学与“宁波帮”》《甬江
两岸》《丝路慈航》《甬江新说》《白沙码
头的记忆》《一箱一路》……这是5·18国
际博物馆日在中国港口博物馆开启的
《丝路·港城——宁波“海丝”的影像文
本》展览的14个主题，就像打开历史卷
轴的一个个坐标，7000年历史，在摄影
这个“桨”的划动下，徐徐展开……

《丝路·港城——宁波“海丝”的影
像文本》主题摄影展是中国港口博物馆
委托四明影社进行的专题创作项目，旨
在通过影像的方式探讨现代文明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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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箱一路》
沈一鸣 摄

用求真的态度去凝视宁波
这块土地，地表下的沉淀不仅
有先人们的足迹，更多的是一
种文化的传承。《妈祖与宁波》
《丝路慈航》就是一种信仰文
化对宁波海上丝路的“批注”，
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的船只出
海到他国时，文化的传播也已
经开始。

《姚江向东流》《甬江两
岸》的创作者，则用当下视角
审视孕育了海丝文化的姚江与
甬江，以及生活在两岸的人
们。他们也许是外来务工者，
但同样对大海充满了向往。

《和义船话》从绚丽的灯光
下走来，开始了一段盛世的约
会。位于三江口的和义大道一
带自唐朝以来就是中国造船的
基地，到了宋代更是中国重要的
海运码头。这里曾挖掘出土唐
代龙舟和宋代商船，创作者请非
遗匠人以这些船为模型做成灯

船，与现代的和义大道合二为
一。《从句章到三江口》则利用
数码技术，开启了句章古港与
今日三江口的时空对话……

在昨天的研讨会上，专家
们对展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
为这个专题值得进一步挖掘和
记录。

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浙
江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吴宗其表
示，展览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都
是值得反复回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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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城市进行剖析，从现实角度
重塑海上丝路，让宁波独特的
历史留存下来，让影像更加具
有历史价值。“用饱含泪水的眼
睛去捕捉家乡的镜头，用深情
去按动快门，以影像为媒记录
历史、抒发情怀，才是摄影艺术
创作的真谛。”

记者 陈晓旻

优秀的摄影作品具有独特
的冲击力。记者在展览现场看
到，这14组作品题材丰富，手法
多样，是颇具时代意义的关于
宁波“海丝”的影像专题文本。

它们也许是穿越历史的辉
煌存在。《小白礁1号》就如一
曲悲歌从远古时代随浪踏来，
先人们的呼号似乎还在耳旁回
响，他们用生命闯出了一条横
跨欧亚的海上丝路。拨开千年
尘埃，精美的越窑瓷器仍然散
发着智慧的光芒，《越瓷物语》，
就像一位老人在空灵的上林湖
喃喃细语，诉说着那山、那水和
那一份执着。

它们也许是有温度的记
忆。《船人·船模》记录了宁海
12位船模制造者，创作者尤才
彬告诉记者：“他们是匠人更是

非遗传承人，一辈子以造船为
业，木船是他们永远的眷念。
这件作品既是对航海历史的回
顾，又是对先民聪明才智和文
化底蕴的弘扬。”《白沙码头的
记忆》则穿过历史，对港口码头
的变迁进行了影像的再现，对
从河埠头到东方大港的千年发
展之路进行了诠释。作为文创
港的工业遗存所在地，无疑让
观众产生更多的感触。

影像离不开当代社会丰富
的创作土壤，无论直接还是间
接表现宁波独特的生态文化和
生活形态，正视历史、传统与现
实，才是摄影创作要做的。《一
箱一路》正是立足于现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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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港城”和“丝路”的影像文本档案

记录的是历史，更是当下和未来

感情才是摄影艺术创作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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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边上一条船》黄亚珥、戴远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