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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与宁波，有着怎
样的交集？井头山人的贝
壳，河姆渡人的独木舟，
塔山人的青铜鱼钩，鱼山
人的陶网坠，大榭岛人的
煮海为盐……这些都源自
大海的馈赠，凝聚着先民
的智慧。

如今，先民们已经远
去，但他们书写的源远流
长的海洋文明，以及其中
所蕴含的“勇立潮头、敢
为人先”的精神，依然影
响着当下。

潮 涌 东 海 ， 日 出 东
方。

宁波，河海交汇，城
港相依，港为城用，城因
港兴。海洋文明在此生生
不息，港口文化在此日新
月 异 。 2014 年 10 月 16
日，在东海之滨的梅山湾
畔，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

（以下简称港博） 从这里
“启航”。

如 今 ， 港 博 “ 十 周
岁”了。为了给它“庆
生”，一系列精彩活动新
鲜出炉——

“ 水 下 考 古 在 中 国 ”
专题陈列改陈 2.0 版焕新
开放；来自全国 50 余家
航海类博物馆及相关机构
的负责人论 剑 北 仑 ， 畅
谈涉海类博物馆的新使
命和新发展；以“小白
礁Ⅰ号”为原型，水下
考古题材科幻小说《深海
星辰》新书发布……

会场、展馆内外，徜
徉其中，感受从未如此强
烈：经略海洋，宁波古已
有之。

不妨来港博触摸“蓝
色脉动”。

矗立在洋沙山麓、明月湖畔，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程泰宁设计的港博，建筑造型取意鹦鹉螺，远远
看着似帆似翅，“翱翔”在秋日澄碧的长空，也似
一双仰望星空的眼睛，望见的是古今，通达的是天
下；约 1 万平方米的展示区域中，设置了“港通天
下——中国港口历史陈列”“创新之路——现代港口
知识陈列”“水下考古在中国”专题陈列、“海濡之
地——北仑史迹陈列”“港口科学探索馆”“数字海
洋体验馆”等 6 大常设陈列展区，回溯港口千年变
迁，展现水下考古成果，诠释港城发展规律。

走进展览序厅，由沉船遗址、一米探方等构成
的景箱主题墙，通过大屏幕展现水下考古现场，几
名戴着潜水镜、背着气瓶的“水下考古队员”正在

“大海”深处开展水下考古工作，带领观众开启一
段奇妙的水下考古之旅⋯⋯即将焕新开放的“水下
考古在中国”专题陈列令人眼前一亮。

展览分为“寻梦”“筑基”“蝶变”三个块面，
集中展示我国水下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多
年来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果。其中，宁波水下考古
特别是宁波象山“小白礁Ⅰ号”水下考古的重要成
果，陈列在醒目位置。

“基地与港博合作共建模式实现互利多赢，‘水
下考古在中国’专题陈列自 2014 年 10 月开放以来，
十年间已接待中外游客近 500 万人次。改陈提升后
的 2.0 版，将在今年 11 月 16 日全新亮相。市民游客
可以从这里出发，去领略中国水下考古的风采，感
受中华蓝色文明的辉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宁波基地主任、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首席专
家王结华说。

走出“水下考古在中国”专题陈列展厅，港博
其他几个展厅人流如织，一派热闹景象——

一楼核心固定陈列“港通天下——中国港口历
史陈列”依然是游客主要打卡点；升级后开放的

“海濡之地——北仑史迹陈列”，高度概括了东方港
城北仑地理特征和社会人文形态，大胆的“撞色”设
计下，将文物的视觉效果凸显出来；刚上新的“绮丽
长歌——马王堆汉墓的永恒之旅”特展迎来了参观高
峰，174 件/套出土自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文物首度在
甬亮相，引领参观者回到大气恢宏的汉朝，感受汉
代文明的神奇与浪漫⋯⋯

作 为 我 国 首 个 以 港 口 为 题 材 的 大 型 专 题 博 物
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宁波首家国字号博物馆，开
馆十年来，港博在做精做亮基本陈列的同时，不断
推陈出新，举办了 80 余期高质量的临特展览，其中
仅与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就合作举办了

“致敬致远舰”“古罗马海港的传说”“天下开港——
宁波的港与城”“浙海扬帆——宋元浙江与海上丝
路”等多个展览。

精心策划、用心举办的这些展览，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抵消了港博地理位置较偏、交通相对不便的

“劣势”，每年吸引 50 余万人次前来参观，同时也得到
了业界内外的一致肯定，频频斩获各项大奖——

基本陈列之一“港通天下——中国港口历史陈
列”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优胜
奖；“红船引航，迎潮搏浪——中国共产党与强港之
路”入选中宣部、国家文物局联合推介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精品展览名单；“钟观光生平展”
入选国家文物局 2020 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在浙江省举办的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推介中，
港博连续八年获得“精品奖”。

优质的陈列展览和精彩的配套活动，让年轻的
港博一举跃升为展示港口历史文化、讲述中国港口
故事的重要窗口。

魅力之窗

向世界讲好中国港口故事

黄银凤 赵 锡/文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供图

作为中国大运河最南端的出海口和“海上丝绸之
路”的始发港之一，宁波向海而生，依港而兴，港城互
动，城港互荣。8000 多年来，宁波人不断适应海洋、
开发海洋，创造了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光辉灿烂的海
洋文明。而如今的宁波舟山港已与世界上 100 多个国
家、600 多个港口紧紧相连。

港博自开馆以来，以讲好中国港口故事为己任，努
力挖掘港口历史，传承“海丝”文化，传播海洋文明。

这是一座活态、包容的国字号博物馆，更是一个多
彩、充满人文情怀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它是“海丝
活化石”宁波八千年文明历程的精彩浓缩，承载着“港
通天下”的文化内涵，诠释着开拓创新、文明包容的

“海丝”精神，也展示着当代宁波在推进海洋文明与海
丝文化传播中的生动实践。

“十年前我来到宁波参加了港博的奠基仪式。宁波
很不简单，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如今又
拥有世界第一大港的优势资源，在业界还有‘水下考古的
宁波力量’的美誉。在我看来，港博是博物馆界的‘理科
生’，创新力很强，透过博物馆这扇窗，可以让大家认识海
洋、了解海洋，解码‘沉没’的历史，同时也能提升全民海
洋意识、弘扬海丝精神。”在“涉海类博物馆的新使命和新
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点赞
宁波的文博工作。

刘曙光曾担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兼国家水下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也是建设宁波基地和港博的推动
者之一。他认为，宁波拥有富饶的海洋资源，衍生了多样的
海洋文化，也遗留了丰厚的海洋文化遗产。发展涉海类的
专题博物馆，社会需求将越来越大，前景将越来越广阔。

潮声万里，丝路万里。作为港口文化深厚底蕴与
“海丝”精神璀璨光辉的集中展现地，港博在展现宁波
独有精神风貌的同时，更演变为城市对外展示的文化旅
游名片。

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策略，港博不断加强对外
合作交流，搭建“海丝”文化交流平台。

与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合作，不仅为相
关学者积极搭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如“水下考古·宁波
论坛”和“港通天下”国际港口文化论坛等，也为大众打造
深入了解中国港口发展历程、系统掌握港口专业知识的
沉浸式学习环境，如于 2023 年年底举行的跨年大展“浙
海扬帆——宋元浙江与海上丝路”，为观众再现宋元时期
浙江“海丝”的辉煌，强调“海丝”对浙江特质的塑造。

与国内外博物馆及高校、研究机构、行业单位的合
作，是港博实现借力发展、均衡发展的又一次有益探
索。与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馆、热那亚海洋和移民博物
馆中心等境外文博机构签订友好博物馆协议，推动不同
国家城市间更广泛的文化交流；与吉林大学、中山大学、
河海大学、宁波大学等高校共建教育科研与实习基地；与
全国港航部门、企业建立港口资料、实物收藏的长期合作
机制；推出社会策展人制度，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成功策
划了“港口与影像”“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信使——诺瑞穆
罕默德油画展”等系列展，不仅丰富了展览内容，也增
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去年，港博成功入选 2023 年度第四批浙江省国际
人文交流基地名单。

港博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
来、传承与创新的文化桥梁。港博的目标，是努力打造
成体现宁波气质、浙江特色、代表中国形象、具有国际
影响的人文之窗。

丝路新语

从港口来，向开放去

作为教育、典藏、研究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综
合体，博物馆近年来以积极的姿态寻求“引擎”式的
存在，拉动多维度文化空间的繁荣，肩负起区域文化
发展、城市软实力提升、文明传承及提升民众素养等
多重重任。

港博，无疑是这股浪潮中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十载活力发展，港博以博物馆为原点，连接多维

度文化空间，并通过创新文化节事活动等形式，为人
们带来多样化的参与式体验。

今年 5·18 国际博物馆日，宁波主会场活动启动
仪式在港博举行。活动期间，受到年轻人热情追捧的

“港口生活节”也以“港口生活周”之名重磅回归，
活动以“永远漂浮”为主题，包含海上剧场、美好市
集、博物解谜和盖章大会几大板块。

去年，“港口生活节”有近 5 万名观众走进博物
馆，吸引了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墨西哥、西班牙
等国观众的参与，今年的“港口生活周”延续爆款行
情，众多国内外年轻人前来打卡，解锁可沉浸、可触
摸、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

一个港口文化节事 IP，为何如此受欢迎？
“核心密码在于‘场景再造’，我们着力打造演绎

新场景的文博新空间，从香浓咖啡到特色市集，从剧
本杀到夜宿博物馆，从沉浸于先锋戏剧的情感共鸣，
到音乐会中的心灵洗礼。不论是去年的港口生活节，
还是今年的港口生活周，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互动体
验，如同五彩斑斓的钥匙，引领游客以全新的视角和
方式，解锁博物馆的新可能。”这是管理运营港博十
余年的冯毅的切身体会。

不仅如此，港博还提炼“海丝”素材，创意开发
国内首款“海丝”主题桌游棋，并在商业广场举办大
型发布会，比如，以“港口与民谣”“港口与诗歌”

“港口与影像”等活动，与群众文化、城市文学、当
代艺术等其他领域开展跨界合作，让市民对“港口”
有了温度感和归属感的观念转化。

港博还利用既有空间和文化资源，组织开展以民
众为主体的社会教育延伸活动。

以青少年为受众的“我与港博同成长”教育体验
活动、“万物启蒙”主题研学营，普及历史知识的“港
博讲坛”，寻迹“海丝”遗存的市民“探古寻幽”活
动，基层文化惠民的港博“流动博物馆”⋯⋯这些活动
搭建起博物馆与城市、市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平台。

今年 10 月 21 日，港博“研盐纪——盐与盐文化
研学线路”荣获首届浙江省博物馆研学十佳线路。

此外，港博专注于关爱孤独症儿童，成为全国率
先设立孤独症儿童开放日的博物馆之一，为孤独症儿
童及其家庭搭建包容、友好的交流平台。

近年来，港博还通过藏品数字化、展览虚拟化、
讲解自助化及系列线上服务，全面满足游客多元化需
求，推广了“互联网+博物馆+旅游”的新模式。

比如，“奇妙港口探秘记”AR 情景智能导览和
以港博吉祥物“小集”为形象的 AI 客服，为观众带
来沉浸式、智慧化的全新体验；“博物智游”数字研
学系统，解决了社教力量和研学空间不足的实际困
难，让青少年在参观中化身故事主人公，使用 PAD
打 卡 解 密 ， 完 成 一 次 次 寓 教 于 乐 的 “ 港 口 奇 遇
记”⋯⋯

港博“互动式”思维和“参与式”理念，传导了
智慧城市温度，链接了美好生活。

站在十周年的新起点上，港博将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和创新的精神，与港城宁波一起“蓝色脉动”。

“我们已经定好下一个‘小目标’：以典藏文物贯
通古今，以现代科技展示成果，以丰富活动传播能
量，以优质服务吸引民众，努力成为国际型、专业性
的港口行业数据汇总发布中心、港口文物资料收藏研
究中心和港口文化展示传播中心，成为新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文化支点。”冯毅踌躇满志地说。

全民参与

博物馆链接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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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

港博“万物启蒙”研学营活动
港博特色活动“港口生活周”

“向东是大海——纪念郑和下西洋特展”

游客参观“港通天下——中国港口历史陈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