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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心：
传统基因的
当代表达

印章作为跨越千年的文化
载体，其生命力来自对传统的创
造性转化。

在这里，印章已超越简单的
图形符号：从天一阁的墨香书韵
到宁波舟山港的巨轮剪影，从
7000年河姆渡“双鸟朝阳纹”到
现代地标宁波中心大厦，王阳
明、朱舜水等思想家的名号印彰
显“浙东学派”文脉，而“走遍天
下不如宁波江厦”的俗语印则引
发观众共鸣。

更妙的是，当观众亲手将
“弥勒圣坛”印拓上宣纸，或将
“天封塔”与“老外滩”组合成扇
面时，传统篆刻便完成了从静态
展示到互动体验的蜕变——原
石的粗粝质感、刀刃的顿挫线
条，都在诉说文化传承，正以如
此鲜活的方式走向未来。

千年文脉新绽放

走进“东方起点 圣地宁
波”文化展区，时空在此交汇
——青瓷瓯乐清越的音符，在
展馆流淌；数字化动态重现的
《唐山胜景画稿》上卷“浙东
篇”，正展示千帆竞发的盛景；
精巧复原的宁波古船实体模
型，静静诉说着海丝故事；典雅
庄重的《四明佛画》文创旁，参
观者们正俯身细赏，相机快门
声此起彼伏……

展台前，国家级非遗“三金
一嵌”的匠心展示让观众屏息
凝视：仿佛可见金银彩绣的丝
线翻飞，朱金漆木雕刀走游龙；
与之辉映的《四明文库》文创书
灯，将古籍文字投影成光影艺
术，引得日本民众连连赞叹：

“すごい（真厉害）”；天童寺展
品前围观人员排起长队，保国
寺的斗拱模型前，中日建筑学
者正热烈交流。

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在此
碰撞，千年文脉与当代创意在
此交融。当一位日本老者用手
机拍下展品，通过视频回顾宁
波与奈良的佛教交流史时，海
上丝绸之路的文明对话，正在
数字时代中续写新篇。

进入“ ”

智能智造显实力

走进“宁波智造 链动未来”产
业展区，科技创新的脉动扑面而
来。现场展示了宁波在绿色能源、
海洋友好、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创新
成果和实践范例，彰显了这座城市
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展区内，宁波光年淞盛能源
集团的光伏建筑一体化解决方案
备受瞩目。该企业创新研发的光
伏瓦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宁波海
曙区龙观乡李岙村的相关项目
中，并荣获联合国“全球减贫最佳
案例”称号，入选国际能源署光伏
社区案例库。

宁波坚锋新材料公司展示的
“海洋伙伴”生态治理方案，通过高
科技手段将海洋垃圾转化为高附
加值新材料，展现了循环经济的创
新实践；万有引力电子科技的3D
裸眼交互技术突破了传统设备限
制，其自主研发的空间计算芯片
EB100为全球XR行业提供了创
新解决方案；舜宇光学科技展示的
最新AR/VR光学技术，则体现了
宁波在光电领域的领先优势。

记者手记
从遣唐使登陆的明州古港，到

如今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现代
化大港，宁波始终是中日友好的

“活化石”。
当日，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

中国馆浙江周·宁波日活动启动仪
式上，宁波市政府领导的致辞让人
深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厚重
感：“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7000 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标志着中
国南方稻作农业的起源，1700年历
史的天童寺是日本临济宗和曹洞
宗的祖庭之一，还见证了中日文化
的交流。”

中国馆在半年的开幕期间，
各省和直辖市都会举办各自的活
动，但由“市级”举办活动并不
多。为此，2025 年日本国际博览
会协会国际局执行主任永野光特
别提及：“我感受到宁波市的力
量 ，并 认 为 这 是 非 常 荣 幸 的 事
情。”

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傅颖维 汪佳妮

朱印落卷，宁波元素镌刻永恒印记；越韵悠扬，
《梁祝》化蝶演绎千年浪漫；青瓷清音，秘色宋韵舞动
时代风华……2025年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进入“宁
波时间”。

7 月 14 日，以“滨海宁波 扬帆世界”为主题的
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浙江周·宁波日活动
（以下简称“宁波日”）启动仪式在日本大阪世博会中
国馆盛大启幕，在中国馆3个特色展示区域，宁波古
今文化、特色文旅、现代科技等元素齐聚，向世界立体
呈现这座东方港城的独特魅力。

1 方寸之间见文明

在“印说宁波 印绘未来”
创新展区，5幅原拓印谱卷轴
徐徐展开，33枚朱红印章在宣
纸上绽放——天童寺的飞檐翘
角、大黄鱼的丰腴体态、王阳明
的儒雅剪影、宁波中心大厦的
玻璃幕墙，方寸之间尽显城市
千年风华。

展台一隅，印章原石与拓
片相映成趣。

一位日本篆刻家正用放大
镜细细端详“河姆渡双鸟朝阳”
印纹，不时与同伴赞叹：“この

デザインは古代と現代が見事
に融合している（这个设计完
美融合了古今）”；旁边的小学
生则对“宁海蛏子”的印章爱不
释手，拉着妈妈了解“看起来会
跳舞的海鲜”的故事。

随着一方方印章在素宣
上翩然绽放，卷轴上已徐徐展
开一幅气韵生动的城市长
卷。这些熔铸甲骨文筋骨、肖
形印神韵的现代图形印，正以
独特的艺术语言向世界展示
传统文化的当代活力，彰显宁
波艺术创新的广阔国际视野，
为文明交流搭建起了坚固而
绚丽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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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一度深深

从宁波到大阪
小印章何以
“漫游世博”？

7 月 14 日，2025 年日本大阪
世博会中国馆浙江周·宁波日活
动正式拉开帷幕。来自东海之滨
的印章，开启了自己的“世博奇妙
游”。

这并非普通仪式符号——卷
轴上宁波舟山港的繁忙轮廓、天
一阁的飞檐书影、河姆渡“双鸟朝
阳纹”的远古回响，在方寸之间凝
聚成一座城市跨越千年的精神密
码。印章，这方中国最古老的信
物与艺术载体之一，在此刻化身
宁波面向世界的独特文化信使。

印痕：
古今甬城的
“凝缩地图”

在“印说宁波 印绘未来”创
新展区，一枚枚印章将宁波的千
年文脉凝于寸石之间。“这些作
品由图形印优秀艺术家共同创
作完成，以中国金石为媒，向世
界展示篆刻艺术，方寸之印，气
象万千。”作为图形印项目负责
人，宁波篆刻家阮解三十载匠心
独运，累计创作印章逾万方，总
重达数吨之巨。

据介绍，本次展览的图形印
作品中，193枚联合国会员国主
题印章与38方“印说宁波”系列
相映成趣。这些印章绝非简单
的符号堆砌，而是一部精心编纂
的城市“凝缩地图”。它以历史
文脉为经线，从河姆渡文明到

“海丝”起点；以地理风物为纬
线，自山珍海味至港口繁华；更
以人物精神为灵魂，串联古今贤
哲——每一枚印章都是时空交
织的文化节点。

“我们以印为媒，不仅向世界
展现宁波的风貌，更期待世人从
这方寸之间，触摸这座城市的血
脉与温度。”阮解说道。

印鉴：
从世博原点
驶向未来

宁波与世博的渊源，本身
就如一枚深刻的历史钤印。
1862年，宁波制造的雕木器亮
相伦敦世博会，是中国展示给
世界的“拳头展品”；1876年，
宁波海关的李圭成为首个以官
方身份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
百余年来，在各方组织支持下，
宁波积极参与中国馆省市活
动，不断在世界舞台展示风采，
与全球的交流合作也愈发紧
密。

今日印章所承载的，是宁
波面向未来的开放姿态与对话
雄心。世博园内，印章是文化
展示的一大亮点；世博园外，

“滨海宁波 友城相会”图片展
在长冈京延续着视觉叙事；宁
波-日本友城交流对话会上多
个项目成功签约；“滨海宁波”
教育交流活动、“投资宁波”创
新合作产业交流会将在东京举
办——印章仪式所开启的文化
涟漪，正迅速扩散为多层次、宽
领域的务实合作浪潮。

当世博的喧嚣归于沉寂，
那盖满宁波印记的卷轴将成为
历史长河中的一份独特见证。
方寸印痕，不仅镌刻着一座城
市从河姆渡篝火走向智能时代
的光影足迹，更以其超越语言
的形式，构筑起文明对话的坚
实桥梁。它向世界低语：从古
老印记出发，抵达未来的无限
可能。 记者 谢舒奕 文/摄

日本大阪世博会

时间宁波
NINGBO

TIME

观众参观宁波特色展区。

印说宁波。

各国人士为中国印章驻足。 日本观众感受“宁波时间”。 国家级非遗“三金一嵌”引围观。

小印章走进世博会小印章走进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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