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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成为全国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以来，保国寺推出的研学课程自成
品牌。其中核心“保国寺古建之旅”入
选全国博物馆百佳课程，重点打造的

“小小国宝守护人”暑期研学营反响火
爆。今年新增加的“条分节解之宋式斗
拱大剖析”“古建夏日百果园”等研学课
程，串联了博物馆1000多年的古建遗
存和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小营员们在
亲身体验中领悟工匠精神，了解家乡的
宋韵文化。

据统计，今年暑假，保国寺共组织暑
期研学营60余场，超过1200名中外学
生参与活动，几乎天天有研学。

除了受小朋友们欢迎，保国寺的展
陈也屡次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肯定。今
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师王
思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
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青龙、北
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杭侃在

《故宫博物院院刊》联合发表署名文章，
分析《不同空间语境下中国木结构古建
筑展览的现状及特点》，其中对保国寺古
建筑博物馆的展示手法给予了赞赏——

“使用模型、建筑构件等常见的古建筑展
示手段，强化其信息传达的目标”，同时
在视觉上“为观众如何观看作为整体的
古建筑作出提示，让观众时刻得以在局
部与整体、理性的拆解认知与感性的整
体观察之间游走”等展陈方式，得到专家
们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国内古建筑展
示的优秀范例。

作为“长江以南第一木构建筑”“江
南宋韵的活化石”，承载诸多荣誉的保国
寺始终在坚守着宁波的骄傲，用它的风
华与古拙向世人展示它独一无二的魅
力。今天乃至将来，在更多科技保护手
段的加持下，这座千年古建也将更持久、
更鲜明地展示它的风采，迎接它更长久
的生命。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张璐易

加快阳明、安石
文化建设
宁波有新动作

梳理完善王阳明、王安石
相关历史文化遗存清单，构建
文化建设项目清单，按计划推
进阳明、安石文化项目建设
进程……10 月 12 日，阳明、
安石文化建设工作月度例
会举行，不少项目推进都有
了新进展。

记者从会议现场了解到，
一个月前，宁波首次召开阳明、
安石文化建设推进会，整体部
署阳明、安石文化项目具体建
设，并制定项目跟进时间表。
会议提出，阳明文化和安石文
化是宁波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弘扬阳明文化和安石文
化对于宁波传承历史文脉、厚
植港城文化优势、建设新时代
文化高地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会议强调，要紧抓王阳明、王安
石重要文化IP的核心内容，以
项目化、清单化谋划一批重大
文化项目建设和重要文化活动
举办。

在12日举行的月度例会
上，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
组书记、局长詹荣胜对推进会
召开以来的相关工作进展进行
了汇总介绍。他说，9月下旬
起，相关单位负责人分别对海
曙、鄞州和余姚等地的阳明、安
石文化建设工作进行走访调
研，深入了解各地阳明、安石文
化遗存保护情况、建设现状、发
展计划。截至目前，已基本梳
理完善我市阳明、安石文化遗
存清单。

据介绍，在阳明、安石文化
建设过程中，全市各相关职能
部门将以“建设项目、研究课
题、精品创作、活动组织”四个
方面为重点任务推进清单。下
一步将编制阳明文化、安石文
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谋划一
批建设项目、文艺精品和宣传
活动。

会上，宁波市文广旅游局、
海曙区政府、鄞州区政府、余姚
市政府等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
了阳明文化、安石文化目前推
进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市委
宣传部、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市资规局、市教育局、市工商
联、市社科院、市文联、市文旅
集团、市广电集团、市演艺集团
等相关领导作了交流发言。目
前宁波已正式成立“阳明、安石
文化建设工作专班”，统一部署
协作，加快王阳明、王安石两大
文化名片工程项目的建设速
度。 记者 施代伟

因为建造于公元
1013年，每年的 10月
13日都被保国寺认作
自己的“生日”。

宁波天一阁博物
院（保国寺古建筑博
物馆）副院长徐学敏
说，每年的这一天前
后，博物馆都会举办
一系列活动，为这座
大殿“庆生”。

作为宁波标志性
的文化景观，保国寺
与天一阁、河姆渡一
样，都是这座城市靓
丽的文化名片。尤其
是浙江推动宋韵文化
传世工程以来，保国
寺比过去十年都更加
“吸睛”。各路媒体纷
至沓来，前来研学的
师生络绎不绝。

仅 10 月 12 日下
午记者在保国寺采访
的两个小时里，就偶
遇了来自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以及“皓哥读
书”团队的两拨人员。

明年，保国寺将迎
来落成 1010 周年大
庆。面对这样一座江
南首屈一指的木结构
建筑，我们如何更好
地认识它、保护好它，
迎 接 它 的 下 一 个
1000 年？最好的方
法，也许就是从走近
它开始。

登高看古建，斗拱在眼前
今年的“生日”，保国寺大殿里多了

一份贺礼——一台“升级版”的升降机。
去年国际博物馆日，保国寺古建筑

博物馆首次推出登高看古建活动，用云
梯把爱好者送到藻井下方，近距离观察
以前只能仰望的斗拱。这项活动得到了
众多古建爱好者的欢迎，有限的名额很
快被约满，还有不少人在社交平台发布
观后感，引发连环“种草”。

之前的云梯容量有限，为了让大家
看得更安全尽兴，近日博物馆对云梯进
行了改良升级，一台更加“强有力”的升
降机出现在大殿。以前每次只能输送
1-2人，现在可以站5-6人。

登高可以看到什么？徐学敏介绍，
以前大家看古建，大多是久久抬着头，努
力辨别梁架结构，时间长了很容易脖子

酸。而升降机的作用是把人放到天花板
附近，甚至与斗拱平视。

凑近了看，还能发现许多在地面上
看不到的细节。当心间的大藻井架构在
八角井之上，八条阳马皆作弧形，交汇于
顶端的六角形短棱柱；阳马间的横向木
条共有七道，透过它们的缝隙，隐约可见
天花以上的草架；在藻井的随瓣枋上，各
隐藏着两条浅浅的扁长方块，正是《营造
法式》中记载过的“七朱八白”；平棊和部
分斗拱上，还能看到黑色的卷草纹彩画
痕迹；月梁形的三椽栿下部，有两道线脚
装饰，也是在底下看不到的。此外，在算
桯枋、井口枋、柱头枋等更多构件上，也
都能看到“七朱八白”，看完之后，不免让
人对《营造法式》中提到的“丹粉刷饰屋
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研学结硕果，传承无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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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昨天，，
保国寺 岁了10091009 借助升降机看到借助升降机看到

的当心间大藻井的当心间大藻井。。
记者记者 顾嘉懿顾嘉懿 摄摄

““升级版升级版””的升降机的升降机。。记者记者 潘苗潘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