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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真的一样，太震撼太美
了。”观展的人群中，不时发出这样
的赞叹。当天，展览的“旋之新”展区
前围满了观众。通过3D建模技术，
穹然高起、上圆下方、如伞如盖的戏
台螺旋藻井栩栩如生。站在展区正
中，一抬头，映入眼帘的便是华丽到
极致的藻井，雕花木板繁复精致，呈
螺旋式排列，密密匝匝向中心收缩
汇聚，正中雕刻着双龙戏珠的吉祥
纹饰，彩绘图案色泽细腻、细节丰
富，牢牢吸引着观者的目光。

“中国的传统建筑多为木结
构，富有想象力的古人就把‘井’搬

上了屋顶，连水中的莲花、水藻都
‘长’上了屋顶，就是借这个寓意保
护建筑物的安全。”本次展览的学
术策展人、宁诺建筑与城市设计副
教授谢景介绍。

为了让观众更身临其境地体
验这份独特的文化遗产，展览团队
——宁波诺丁汉大学历史数字人
文实验室的师生们运用3D建模、
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精确复制这
些复杂的建筑结构，为其创建高清
的数字档案，用数字化的方式保护
传统工艺，也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窗口。
“旋之形”和“旋之工”展区同

样人头攒动。宁波地区特有的三联
藻井与螺旋式藻井被搬到现场，通
过实物展示和现场工艺演示，全方
位呈现螺旋藻井复杂的制作过程。
3D打印的藻井零部件整齐排列，
观众可以亲手体验藻井搭建，了解
这门手艺的美妙之处。

展览还包括了“旋之源”和“旋
之息”等部分，展示藻井的历史渊
源及其在宁波地区的独特之处，观
众可以感受其背后的时代、观念与
文化变化。

当古戏台藻井遇到数字技术
宁诺这一展览将走出国门

此次展览，谢景与核心团队
成员张腾月博士、张轩瑞博士等
人分享了他们在该领域的多年研
究成果。团队曾深入探访清潭村双
枝庙、下浦魏氏宗祠、庆安会馆、安
澜会馆、秦氏支祠等多个古戏台，
对螺旋藻井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调
研。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里，
戏台的藻井被认为是人与神的交
流之处，细密的斗拱结构象征着
天宇的崇高。而宁波的螺旋藻井，
尤以其流畅优雅的纹理和精巧繁
复的结构而著称，它们宛如自然
的脉动，将‘天人合一’的古代宇

宙观娓娓道来。这是古代匠人卓
越技艺与深邃哲思的结晶。”谢景
介绍，他们还特意拜访了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戏台）传承人
王世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技艺
的精髓和背后的智慧。

展览现场，著名艺术史家、芝
加哥大学教授巫鸿赞叹不已：“非
常有意思，用新的视角和题材去研
究中国建筑，也让我很受启发。”他
同时也强调了这次展览的社会文
化价值，并带来题为《“联通图像，
物件和建筑：紫禁城中的学术旅
行”》的开幕主题演讲。

“通过这个展览，我们希望让

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优秀深厚的美
学文化底蕴，加深对自己民族文化
的认识，并建立文化自信。”谢景表
示，未来，该展览还将前往保加利
亚的索菲亚文化中心、西澳大学等
地进行巡展，让中国文物“活起来、
走出去”。

“旋而生息：宁波藻井研究特
展”将持续至 2025 年 2月。策展
人、宁诺美术馆馆长韩馨逸介绍，
为了提升观众们的体验，展览期间
将不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活动，包
括大师讲座、VR工作坊、田野调查
等，带领观众深入感受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魅力。

现代科技重现古建筑之美

让中国古建筑之美走向世界

鼓励同学们多读书
敢于表达自我
茅奖得主刘醒龙
走进浙大宁理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
冬晓 通讯员 卢帆）在历史的洪流中
如何找寻自我的真相与位置？近日，茅
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来到浙大宁波理
工学院，与师生分享他的创作心得，还
有他对文学与人生经验的独到见解。

刘醒龙是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
会副主任、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主要
作品有《凤凰琴》《分享艰难》《圣天门
口》等。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韩等多
国语言。

分享会上，刘醒龙回顾了自己的
成长经历和写作道路。从20世纪50年
代出生，他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从
工人到文化馆工作人员，再到兼职写
作，最终成为职业作家。刘醒龙娓娓动
听地分享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同
学们听得津津有味。他强调，人生经验
在写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
是个人经历还是时代背景，都是作家
创作的重要源泉。

在谈到写作与人生经验的关系
时，刘醒龙说，人生经验是写作的基
础，但并非所有的经验都能直接转化
为作品。作家需要通过深入的思考和
提炼，将生活中的点滴经验转化为具
有深刻内涵和独特视角的文学作品。
他以早期作品举例说明，即使是普通
的、每个人都经历的生活场景，也可以
通过深入挖掘与细腻表达使作品变得
深刻、有内涵。

刘醒龙还分享了自己的写作心得
和体会。他认为，长篇小说之所以能够
在漫长的创作和流传过程中保持其魅
力，除了作家在写作之前要建立一套
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外，
还需要在作品中建立起一套专属于该
作品的人物、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等
经验。这些经验共同构成了作品的独
特魅力，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被
深深吸引和感染。

互动环节，有同学问“如何抓住生
活中的细节进行写作”，刘醒龙表示，
细节是写作中的无价之宝，作家需要
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将细节
转化为作品中的亮点。

关于阅读，刘醒龙建议同学们要
多读书、读好书，通过阅读来拓宽自己
的视野和知识面。关于写作，他鼓励同
学们不要害怕失败，要敢于表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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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魏琳）近日，宁波市
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基地、宁波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联合召开新
质生产力时代下儿童健康发展与科
学家庭教育学术交流会。会上发布了
《宁波市0-3岁家庭托育需求研究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基
于广泛调研与大数据分析，收集了
全市超过一万份家庭问卷，评估宁
波0-3岁家庭的托育需求状况，分析
影响托育选择的关键因素，以帮助宁
波相关部门优化托育服务，提高服务

质量和覆盖率，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报告显示，在入托需求方面，2

岁左右的幼儿家庭入托需求最为显
著；家庭成员的学历越高，入托意愿
越强；双职工家庭入托意愿尤其强
烈。在机构选择上，84.69%的家长偏
好公办托育机构，90.34%希望能上
幼儿园办的托班。在选择托育机构
时，距离和费用是家长最关心的因
素。此外，从综合托育机构和幼儿园
托育部的数据来看，托幼一体已成
为主要供给模式；托育机构的使用
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这项研究标志着宁波市在推进
托育事业发展和建设儿童友好型城
市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通过优
化托育资源的配置、完善服务质量，
宁波市将更好地满足家庭需求，打
造“甬有善育”品牌，助力儿童友好
型城市的建设。

此外，本次会议的分论坛上，专
家学者们还从脑科学、大数据等视
角对儿童发展和家庭教育服务提出
了积极创新的见解。这种多维度的
研讨为儿童发展和家庭教育领域注
入了新的活力。

《宁波市0-3岁家庭托育需求研究报告》发布

2岁左右幼儿家庭入托需求最显著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李臻 张培坚 通讯员 周婉军 庄静宜

当文物和现代科技交融，会绽放怎

样的光彩？11月6日，由宁波诺丁汉大学

美术馆和数字人文实验室联合举办的

“旋而生息：宁波藻井研究特展”在宁波

诺丁汉大学开幕。

“交木如井，画以藻文”的螺旋藻井

是一种独特的古代天花板造型。据统计，

超300个古戏台螺旋藻井分布在宁波各

地。其中，宁海古戏台于 2006 年被列为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螺旋藻井如何形成？背后有什

么样的故事？在本次特展中，宁诺师生运

用3D建模等数字技术，保护、展现、传承

和弘扬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带领观众

深入探究其精妙之处，感受古人对“超级

天花板”艺术的独到理解和创造力。

刘醒龙（右一）在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 通讯员供图

谢景向观众介绍关于宁波藻井的研究谢景向观众介绍关于宁波藻井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