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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镌刻两地交往的史实，博物馆
则承担续写文化交流篇章的使命。5月
9日，宁波博物院“5·18国际博物馆日
云研学”活动在新疆库车启动，活动通
过“云端技术+研学”的馆校合作模式，
将展览直播、流动博物馆、民俗体验从
烟雨江南带到广袤西域，带领库车慈孝
书院的350多名师生，走进宁波的历史
文化，体验宁波非遗，感受地道宁波味。

活动开始，师生们通过云端直播画
面，在宁波博物院讲解员陈宁的带领
下，探索“远古江南·海陆山河——纪念
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考古成果特
展”。学生们惊叹海洋文明的璀璨悠
久，积极讨论河姆渡文化遗珍。

被携带到库车校园中的“流动博物
馆”，则以图文展板结合文物复制品的
形式，呈现了宁波自新石器时代至近代
的发展历程，让学生们了解到宁波城市
的地理特征。

在非遗体验环节，学生们与老师一
起制作了富有江南风情的泥金彩漆提
桶纸塑，“真漂亮，这是用金子描上去的
图案吗？”“我的提桶做好了，放个新疆
大枣进去！”孩子们一边动手一边讨论。

另一边，宁波百年老字号“缸鸭狗”
的糯米汤圆被煮熟，一股清香弥漫开
来，和现场的库车大馕混搭，美味跨越
地域，来了一次碰撞。

宁波与库车，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港口，一个地处陆上丝绸之路的要
道，自古以来渊源颇深。自2010年宁
波对口支援库车以来，两地在经济、商
贸、医药、科技、人才、教育等诸多领域
联系密切。数代援疆人坚守、赓续、奋
斗、创业，让两地人民有了更为亲近的
情感联络。

从最初以资金帮助、项目建设为
主的援疆方式，到近年来逐渐在思想
建设、文化融入、教育帮扶、乡村振兴
等方面加大投入，援疆工作硕果累累，
创新不止。本次云研学活动，是文化
润疆的又一举措，激发了新疆学生对
宁波城市的喜爱，埋下了友好交流的
种子。宁波博物院院长张亮在现场表
示，此次活动回应了今年5·18国际博
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致力于教
育和研究”。之后“云研学”还将前往
澳门、四川、贵州等地，探索博物馆教
育的更多可能。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本次活动搭建起宁波与库车
文化沟通的桥梁，成为两地增进了解、
加深情感的纽带，也为甬库两地建立新
的友谊、加强新的合作提供了契机。据
了解，本次活动由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宁波援疆指挥部、库车市人民政府
主办，宁波博物院、库车市教育和科学
技术局、新疆库车市慈孝书院承办。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项聪颖

一方舞台道尽英雄梦，一
段情意再续追光人。5月10
日至12日，曾在央视龙年春晚
舞台亮相的舞剧《咏春》时隔
一年后重返甬城，在宁波文化
广场大剧院连演三晚。

5月 9日晚，剧组八卦掌
掌门饰演者吕程亮、叶问饰演
者常宏基、大春饰演者冯浩
然、永成饰演者许天慧走进浙
大宁波理工学院，与百余名师
生、舞剧爱好者分享了台前幕
后的故事。

吕程亮在《咏春》中一人
分饰多角，既是戏里筹拍武学
电影的“导演”，也是戏中戏里
的八卦掌掌门。尤其掌门角
色在剧中举足轻重，代表了

“女性在她热爱的领域所绽放
的光和热”。

吕程亮提到，她第一次饰
演这个角色，就是在去年《咏
春》巡演的宁波站上，宁波对
她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这次
重返宁波，她将以更加松弛的
状态登上舞台。

舞剧《咏春》成就了1999
年出生的舞蹈演员常宏基。
如果说去年巡演，他对饰演宗
师叶问尚有忐忑，今年春晚归
来的他，显然更加自信。

“上春晚后变化肯定是有
的，比如有更多观众愿意走进
剧场来看舞剧。”分享中常宏
基难掩笑意，他同时提到，剧
场版演出不同于春晚舞台上
的“惊鸿一瞥”。在剧场，观众
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故
事，看到舞剧导演想要表达的

情结，看到各个角色对梦想的
执着追求以及演员对“站在光
里”的渴望，因此层次感和思
想性更强。

冯浩然在剧中饰演“大
春”。这是一个冲动、热血的
少年，一个“打光师”，他希望
成为像叶问一样的英雄，更像
我们普通人。冯浩然表示，如
果说去年的演出，这支由青年
舞蹈演员组成的团队还在努
力“找”宗师的状态、努力在

“演”的话，那么今年在巡演
140多场之后，整个舞团无疑
更加成熟，演员们眼神中展露
的是从“内里”产生的文化自
信、民族自信，更深刻地演绎

“英雄站在光里，我们就是那
束光”的舞剧主题。

许天慧在剧中是叶问妻
子“永成”的饰演者，她没有那
么多的武打片段，更多是牵连
叶问和故乡之间的纽带，让叶
问“有儿女情长的一面”。和
饰演八卦掌掌门的吕程亮一
样，她在戏里代表的也是“女
性力量”，让整个戏的调性刚
柔并济。

据了解，舞剧《咏春》由深
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
舞剧院创排演出，以双线叙事
形式展开，讲述了一个“梦想
照进现实”的故事。该剧由舞
坛“双子星”韩真、周莉亚执
导，被很多戏迷列为“年度必
看”的高燃舞剧。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毕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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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央视春晚转场宁波舞台
舞剧《咏春》主演分享感受
“剧场版演出,我们就是那束光”

这场云研学
让石榴花遇见“糯叽叽”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
群，曾出土过一块唐代“开元九年
（721）”的麻织布，布上写着墨书文
字“郧县光同乡贺思敬庸调布一
端”。有唐史研究专家认为“郧县”
可能是“鄮贸 县”的误写，从而牵连起
宁波与新疆相隔1300多年的缘分。

学生们品尝“缸鸭狗”汤圆。通讯员供图

阿斯塔那出土唐代麻织布阿斯塔那出土唐代麻织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