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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花开连双城

宁波文艺代表团
赴越南演出

5月12日晚，作为越南海防市“凤凰
花节系列活动”的重要部分，受宁波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宁波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
室选派，由宁波市演艺集团骨干演职人员
组成的宁波代表文艺团，在越南海防市大
剧院广场举行专场演出。12个精彩纷呈
的文艺节目，带领越南人民“看见”宁波、

“走进”中国。
当地时间晚上8点，专场演出在民乐

《金蛇狂舞》中开场，舞台上翻飞的红色绸
扇，呼应着海防街头一路盛开的凤凰花
朵，热闹、喜庆的氛围，瞬间被点燃。

从展现宁波藏书文化及浙东学术气
质的舞蹈《水墨天一》，到描绘江南茶乡春
韵的《采茶舞曲》；从婉转缠绵的越剧《梁
祝·十八相送》，到展现市井风情的甬剧
《巧匠郎》……一连12个高水平节目，涵
盖了舞蹈、歌曲、民族乐器、非遗表演等多
个领域，尽显宁波味、中国风。

“凤凰花节以象征热情与团结的凤凰
花命名，是越南海防当地极具特色的盛
会。”宁波市演艺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从当天下午彩排开始，就有不少海防
市民经过时，停下脚步打卡拍照。演出开
始后，更多的人闻声赶来，掌声连绵不绝，
让舞台上的演员们深受感动。

2024年凤凰花节，宁波代表团首次
受邀到海防市参加活动，彼时受到热闹喜
庆的气氛触动，双方就宁波艺术团加入
2025年凤凰花节演出一拍即合。

一年间，宁波与越南海防市来往颇
多，交流密切。借着交流活动的“桥梁”，

“凤凰花开的约定”总被提起。渐渐地，一
句约定，也成了两座城市“相拥”的期许。

在亮相海防市大剧院广场舞台的前
一晚，宁波文艺代表团便率先于南虔桥工
业区“越中友好日”活动上开展了首场演
出。该场演出由宁波艺术团和越南当地
艺术团队携手合作，共同为观众呈现了一
场跨越语言与文化隔阂的艺术盛宴。

“有一场演绎莲花的古典舞蹈，让我
记忆尤其深刻。透过舞者的身姿，我好像
真的能看到莲花的千百形态和独特韵味，
非常有中国特色。”越南作曲家协会副主
席、越南人民艺术家范玉魁夸赞。

2025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中越人
文交流年，也是宁波市与海防市结好5周
年。两座城市自古便因海洋的纽带遥相
呼应，这场文化对话，不仅为海防凤凰花
节活动增添了别样风采，也成为“民心相
通”的鲜活实践。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吕佳银

“这是我们第一次带学生上
脚手架，走进正在修缮中的古建
筑工地现场。”宁波大学潘天寿建
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建筑系副教授
姚颖表示，像这样近距离地观看，
跟平时走马观花全然不同。有老
师傅们的讲解，展示工艺，不厌其
烦地回答“小白”提问，让师生收

获满满。
参观结束后，师生们还聆听

了庆安会馆修缮工程推进专班技
术负责人张延带来的《庆安会馆
修缮工程中的意与匠》微讲座，从
实操层面理解建筑工艺。

“目前来看，庆安会馆距离上
次修缮是20多年，可能下次修缮，
就轮到你们了。”张延风趣地说，

“修缮现场，其实也是最好的课
堂。只有人在工地，你才能真正
揣摩到古人的匠心，读解工匠精
神，理解古代中国传统建筑设计
意念与构思，了解庆安会馆所承
载的传统技艺与文化内涵。”

据了解，这也是庆安会馆
修缮工程启动以来举办“工地
即课堂”系列活动的第一期，
后续他们还将与其他高校与社
会团体接洽，邀请公众在安全

前提下有秩序地走进工地，感受
古建筑的精妙与营造技艺。

记者 顾嘉懿/文 张培坚/摄

也能刷柱子？
庆安会馆开放日，建筑学子对话老工匠

“砖雕制作有哪些工序”“空
斗墙是怎么砌筑的”“为什么有
的墙面抹灰，有的不抹灰”“调配
熟 漆 的 桐 油 又 是 从 哪 儿 来
的”……

5月13日，走进庆安会馆修
缮工程现场，宁波大学潘天寿建
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建筑系师生
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小白”，向
工程队的老师傅们连问“十万个
为什么”。

“这是庆安会馆开启修缮工
程以来，第一次向社会打开大
门，邀请学生进来参观，实地感
受古建筑修缮的过程与细节。
希望这样的活动可以让他们收
获对中国传统建筑与营造技艺
的感性认知，从而建立起情感的
联结。”庆安会馆修缮工程推进
专班负责人戴科峰说。

把工地变成“课堂”

戴好安全帽，了解安全须知，13
日上午9时，一群面容青春的学子从
庆安会馆侧门鱼贯而入。

迎接他们的是拥有几十年古建筑
营造与修缮经验的汪加付。“庆安会馆
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建筑，宫门较小，
到后面空间越来越大……你们能分清
穿斗结构和抬梁结构吗？穿斗结构和
抬梁结构都是中国建筑普遍采用的构
架形式，抬梁结构让空间更宽广……”
古建筑课本上的知识点，在“汪工”现
场讲述下显得真实可感。

“庆安会馆作为一座在1850年至
1853年间建成的建筑，规模宏大，用
料考究，雕刻精美。总体平面布局呈
喇叭型，前小后大且地势越来越高，符
合中国古建筑‘大肚能容’‘步步高升’
的理念。”汪加付在现场“开课”，“它主
要呈现清晚期风格，同时保留了一些
清中期的作法。比如从这个柱础的腰
线就可以判断，时间越晚，腰线一般越
靠上，雕刻浅而细腻……至于做门楼
的砖雕，要选很细的泥，在泥坯上雕刻
好，再去烧。”

相比教科书，汪加付的讲述更多
从匠人的角度出发，具有“可操作性”。

庆安会馆北侧有一面空斗墙，正
在重砌，一处剖面正好做教学。工地
负责人王秀灿在现场向学子演示了墙
面的砌筑方法，砖块从不同角度穿插，
起到不同的承重作用。

“空斗墙也叫空心砖墙，省料，
又可以隔热、保温，还能防潮，足见
老祖宗的智慧。”王秀灿说。

“我们自己参观，只能看到外立
面，一般是看不到这种内部结构的，这
次机会很难得，能够看到一些很具体
的做法，非常精彩。”建筑系大二学生
洪晨烨说。

中国古建筑大都是木结构，
用砖石材料。此次庆安会馆修缮
工程，除了泥瓦作和油漆作，也涉
及一部分木作。

比如大殿与戏台连接处，能
看到一些漏雨点，以及木构件槽
朽开裂需要修补的部分。“漏水、
干湿交替、自然损坏都会影响木
作。”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
院原工作人员傅亦民研究馆员
在现场表示，“如果影响受力就
需要替换构件，不影响的话，可以
采用局部修补，比如用镶补木条
的方法。”

庆安会馆有前后两个戏台，
其中前戏台的侧面下方木枋有较
大裂缝。“在裂缝间开一个燕尾
榫，连接上下，能起到比较好的加
固作用。”傅亦民说。

有53年从业经历的漆作师
傅金士斌，还现场向师生们演示
了大漆和石膏腻子的调配方法。

“这就是从漆树上割下来的生漆，
天然材料；生漆加上桐油，再加矿
物颜料，配置后，就可以往柱子上
刷……我们还会在柱子上刷石膏
腻子，原料包括嫩豆腐、石膏、生
漆……”金士斌说。

看着金师傅用铲刀熟练地从
豆腐盒里挖出豆腐，和其他原料
一起搅拌，在场师生都瞪大了眼：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豆腐吧？
竟然可以用来刷柱子！”

“豆腐用处很大，拌在这些原
料里，可以增强黏性。这也是传
统工艺，我17岁跟师傅学的时
候，他就是这么做的。”70岁的金
士斌解释说。

嫩豆豆腐

嫩豆腐也能当原料刷柱子

“研”“修”并重，建立参与式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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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与观众合影演员与观众合影。。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王秀灿王秀灿（（左一左一））

在讲解空斗墙在讲解空斗墙。。

金士斌在展示漆作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