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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甬续

力量硬核核
看见宁波文化

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的设计并
不高大，以融入周边环境为目的。鄞
江、洪水湾、奉化江三面水系围合，四
明山脉在不远处隐现，给人以山灵水
秀之感。

为了将展陈内容做实做细，裘燕
萍最近正忙着联系中国各个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所在地，希望能进一步丰富
和充实展陈内容。“前段时间我们团队
去了福建莆田的木兰陂，它是最早的
重力坝的前身，跟它山堰一样发挥阻
咸蓄淡的作用。福建人说，没有木兰
溪就没有莆田人，他们很自豪。其实
我们宁波也是一样的，没有它山堰，就
没有宁波城的长治久安。”

在木兰陂参观时，裘燕萍发现，木
兰陂的建设还与一位宁波人有关，宋
人龚茂良的诗“此水还应接鄞水，为谁
流下海门东”，似也在讲述两者千丝万
缕的关系。类似内容均将在宁波灌溉
遗产博物馆进行展示。

在了解这些灌溉工程的时候，裘
燕萍本人也在不断加深着相关认知。

“专家提醒我们，一定要讲清灌溉工程
背后的科学技术，古人因地制宜、就地
取材的科学智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的定位是建成时间超过100年的工
程，目前每年还在评选，数量还会增
加，在世界版图的展示上，我们也会做
动态更新的效果……”裘燕萍表示。

它山堰，作为鄞江镇的地标，也是
一张世界级的文化金名片。据了解，
与博物馆相配套，鄞江镇对周边的公
园、绿地皆有规划，相关的“灌溉广
场”、步道都将在后续同步建设。

它山堰本体附近最近也在紧锣密
鼓地实施改造工程，包括西路改造和
周边改造两个部分，旨在进一步提升
它山堰一带的氛围环境及硬件设施，
为游客带来更好的游览体验。目前西
路改造项目已进入尾声，预计将于今
年5月份完工。周边改造项目则将于
今年7月开工。

结合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的建设
周期，预计明年四五月份，鄞江镇将呈
现焕然一新的面貌。

记者 顾嘉懿 实习生 章渝婷/文
记者 崔引/摄

目前，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
正在进行周边景观绿化的整修，
今年下半年将会进入内部装修、
展陈进场的阶段。

据了解，展览设计主题将围
绕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开。截
至2024年，由国际灌溉排水委
员会（ICID）主持评选的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中，我国共有38处，
可以说是世界上灌溉遗产类型
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
最突出的国家。但目前国内还
没有一个专题介绍中国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的展馆。

裘燕萍希望，宁波灌溉遗产
博物馆的建成可以为此查漏补缺，

“在水利部的支持下，我们将在馆
内系统展示中国最典型的灌溉工
程遗产类型，让大家了解中国灌溉
文明背后蕴藏的中国智慧。”

为达到这一目的，宁波
灌溉遗产博物馆将遵循一
套叙事逻辑——

首先介绍什么是“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博物馆

的“序厅”将为此作名词解释。
主展厅也就是最核心的部

分，将按地理位置“自东到西”，
系统介绍中国大地上分布的38
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最东边的
它山堰将成为首个被剖析的对
象，西藏的雪水蓄水灌溉将作为
结尾。“灌溉工程十几种典型的
类型，引水、蓄水、调水等不同类
型的代表性工程都将被重点介
绍。这样的话，在展厅里，大家
既能了解中国灌溉史，也能了解
不同灌溉类型之间的区别。”裘
燕萍说。

之后还会有一个体验厅，展
示和灌溉相关的社会文化内容，观
赏性比较强；还有一个数字厅，从
古代海外人士来中国的视角出发，
讲述他们通过运河到达宁波，然后
出海的路线，展现其中的关联，也
会呈现当时宁波城的繁荣景象。

博物馆建筑还设计了一个
屋顶花园，中间高、南北低，模拟
自流灌溉的原理，让观众可以获
得感性认知。

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位于鄞
江镇主干道澄浪潭路的西南侧，地
处鄞江、洪水湾、奉化江水系环抱
之地，距离它山堰本体约1公里。

博物馆占地面积1.2公顷，
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建筑邀
请了一家荷兰建筑公司设计。

“荷兰也被称为‘水之国’，有很
多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他们的
加入为我们增添了一点国际视
野。”裘燕萍介绍，设计方为博物
馆选取的设计理念是“水中的石
头”，“一共5块‘石头’，对应4组
主体建筑，可以理解成每座建筑
都是一块石头。最后‘水流’会
通过不同形式贯穿在主入口、屋
顶、周边，营造出‘水石相生’的
感觉。就像它山堰本身，也是

‘水中的石头’。”
从现场看，博物馆外形最夺

人眼球的是一块块梅园石的排

列组合。在鄞江镇当地选取的
山石原料，先切割成条石状，而
后上墙拼贴。梅园石自带的纹
路成为建筑外立面的天然装饰，
整体建筑群落呈现灰中带点荧
粉的视觉效果。

梅园石质地相对较软，在宁
波地区一直被用作碑刻原料或
建筑材料，有着强烈的“在地
性”。“就像它山堰建造时选用了
当地的小溪石一样，小溪石和梅
园石都是鄞江本地特有的石材，
我们在设计新建筑时也想延续
这种古老的做法，所以选用了梅
园石做饰面。”裘燕萍介绍，外墙
上方还嵌有一些玻璃，模拟的是

“雨滴打在石面上”的效果。
灌溉之水来自天然，墙面上

的“雨滴”形成落雨的“节奏感”，
与梅园石相间，“白天和晚上看
起来的效果也会不一样”。

宁波有句老话，
叫“堰成成甬”。其
中的“堰”，指的是
它山堰。

鄞江桥前，两山
夹峙，古堰横江，波
平水静。它山堰一
带的风光，千百年
来并没有太大的变
化。与“其貌不扬”
的堰堤本身形成反
差的是，堰北有两
块碑，一块写着“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一块写着“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

仅用文字，很难
说清这一道唐堰是
如何深刻影响着整
个宁波城的水系，
但如果你有机会了
解其中真相，便知
“没有它山堰，就没
有宁波城”并不是
一句夸张的话。

为了讲清楚包
括它山堰在内的中
国古代水利工程背
后 蕴 藏 的 人 类 智
慧，国内首个以“灌
溉”为主题的博物
馆——宁波灌溉遗
产博物馆落址海曙
区鄞江镇。

经过两年的建
设，目前博物馆主
体建筑与外立面皆
已完工，今年下半
年 将 进 行 内 部 装
修。“顺利的话，明
年四五月份就可以
与大众见面。”宁波
灌溉遗产博物馆馆
长裘燕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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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博物馆建设中的博物馆。。

它山堰它山堰

它山堰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也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梅园石梅园石““拼贴拼贴””的外立面与玻璃的外立面与玻璃““雨滴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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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初具雏形
预计明年开放 将展示中国灌溉文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