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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与远方结合”的文
旅佳境，宁波天一阁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世界目光。记者昨日
获悉，天一阁博物院南馆项目
迎来新进展，通过前期多轮论
证、遴选、优化、评审，已优选出
两个概念性设计方案，向社会
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2022年，天一阁博物院南
馆项目先后列入市第十四次党
代会和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要“高水平建设天一阁博物院
南馆”，打造“具有宁波辨识度
的标志性文化地标”，赓续城市
文脉，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为
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
市争光添彩。

天一阁博物院南馆怎么建？
两个设计方案出炉，邀您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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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一阁为核心，打造一南一北
功能互补、内涵呼应的两大馆区，共
同讲述书籍的“家国天下”，建设面向
世界的“书香圣地”，探索创新融合的

“文旅典范”，打造传播中华文化的
“最佳窗口”。

天一阁博物院及南馆四个地块。

依循“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月
湖历史文化街区”及“天一阁”三个
保护规划，将新建包含博物馆、典藏
书库及文化街区三大区块。本案的
设计及规划，可以归纳为三个重点
层次来说明：一是保护历史、二是传
承文化、三是创新设计。

保护历史：整体规划遵循了月湖
西岸的“梳状结构”，以偃月街为纵，
马衙街、大书院巷为横，梳理后营巷、
三圣巷、太阳巷及小书院巷，恢复传
统城市肌理，延续历史空间文脉。
将基地现存13栋历史建筑中的5栋
进行原址修缮，其余8栋则落架复
建，在街区适当的位置复建修缮。

对清真寺规划了由大书院巷的
进出流线，保证宗教活动的独立
性。再有机地将院落建筑填补于场
地内，重现三条古巷，形成独特的文

化街区，再现区域活力。
传承文化：空间架构上以中轴

来强化空间传承，将原天一阁轴线
向南延伸，自宝书楼起，经过秦氏祠
堂、马眼漕、牌坊、范钦广场、直至轴
线南端的“讲学堂”，形成“书藏古
今，阁闻天下”的对话。

从中轴线向东西两侧延伸，东
侧是新博物馆，西侧是典藏书库，两
大功能布置均衡、东西呼应。两座
建筑的高度由东西向内逐渐降低，
整体态势向内汇聚，减少体量的冲
击，融合街巷建筑尺度，强化区域的
整体感。建筑形式借鉴江南园林和
宁波民居的建筑风格，转化为现代
元素，与周遭历史建筑区达到新旧
的融合，诠释宁波传统建筑的内涵
与精神。

创新设计：讲学堂位于从宝书

楼向南延伸的中轴线的末端，立面
以六开间的传统窗棂为造型。前方
的一方水池，承袭天一阁特有的“天
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概念。博物馆
的主要建筑元素为层迭错落的双坡
屋顶，较长的坡顶朝西，强化中轴线
的重要性。较短的坡顶朝东边的偃
月街，面向月湖景观区的传统尺
度。博物馆主入口位于东北侧，一
个现代窗棂造型的玻璃盒子作为入
口意象，一横一竖，与超然阁相互辉
映。屋顶由现代材料向传统屋瓦互
融及过渡，坡顶由低处的青瓦向高
处逐渐转换为金属圆管及铝板，以
现代材料传达传统屋瓦的意象及线
条。西侧典藏区补足天一阁长久以
来不足的藏书空间，配置各类典藏
库房、研究工作室及文物修缮实验
室等空间。

总体设计策略：总体构思为“水
岸书香、新阁揽月”。以“保护、延
续、发展”为理念，梳理月湖历史街
区和天一阁景区存在的问题，综合
平衡历史风貌保护与当代城市空间
发展的内在需求，使天一阁博物院
南馆融入城市生活空间。

历史意象再造：充分挖掘月湖
地区水文化的历史渊源，以马眼漕
为中心，将马衙河景观空间沿天一
阁中轴线向南延伸，与南端的国学
大讲堂形成首尾呼应、一气呵成的
空间序列，使这条中轴线成为贯穿
连接天一阁新老建筑群体的核心
空间，创造独特的滨水公共空间。

将场地内现存分散的传统民居迁
建集中于场地中央的F地块，恢复
历史街巷肌理，提升街区整体空间
品质。

城市活力提升：将天一阁南馆
工程中的书籍体验空间、商业消费
空间、文创休闲空间沿天一阁区域
的观众主要参观流线布置，并通过
对保留民居的保护和再利用，以F
地块为中心形成地上、地下立体化
的辐射周边的园林式特色休闲空
间，提升本区域的城市活力。

建筑融入城市空间：通过合理
的人车分流组织，打造本区域安全
连续的步行空间。通过精心处理，

博物馆建筑体量化整为零，融于历
史街区环境。博物馆北侧沿马衙河
布置的咖啡、文创商店等公共服务
功能与中央地块的园林休闲空间连
通互动，使博物馆成为城市日常生
活空间的一部分。

便捷完善的功能设计：结合天
一阁藏书文化的核心特点，以开放
紧凑的空间布局、先进的科技展示
手段，实现展、教、学、游的全面结
合，打造书香四溢的特色街区。在
流线组织上，突出以人为本，观众进
出、VIP、展品、办公等基本功能流
线各行其道，衔接有序。

记者 谢舒奕

方案1：姚仁喜 | 大元建筑工场

方案2：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目标

现天一阁博物院南面，北至马衙
街、东至偃月街、南至大书院巷、西至
长春路，包括四个地块（E、D、G、F），
总用地面积约4公顷，总建筑面积约
9万平方米，分为展览交流区（G 地
块）、文化休闲区（F地块）、典藏修复
（服务）区（E、D地块）三个功能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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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征求意见时间自6月15日
至6月21日，采取线上线下方式进行
（宁波发布、甬派、天一阁状元厅、宁
波日报）。天一阁博物院南馆怎么
建，您的一票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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