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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文旅融合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

重大机遇。8 月 5 日、6 日，由专家学者、作家、

市民以及 20 余家媒体记者组成的采风团，通

过探访越窑青瓷之旅、镇海口海防历史故事之

旅、宁海十里红妆之旅以及鄞州国家宝藏之旅

4 条非遗线路，实地感受浙江宁波文旅融合

“非遗+旅游”让非遗“活”起来的魅力。

采风团走近宁波非遗，感受
文旅融合的魅力

慈溪上林湖是“海上陶瓷之路”的起航点

之一，始于东汉时期的上林湖越窑青瓷，烧制

了近 2000 年，“秘色瓷”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

个高峰。在越窑青瓷消失近千年之后，上林湖

的窑火被重新点燃。2011年，越窑青瓷烧制技

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孙迈

华、孙威父子是传承人，复制了“三足蟾蜍水

盂”“大吉灵羊”“鸡首壶”“净水八棱瓶”“褐彩

香炉”等具有代表性的越窑青瓷，还创新了跳

刀、戳印、褐彩等传统工艺手法，为现代青瓷设

计制作提供了新理念。

“越窑青瓷是中国的‘母亲瓷’，越窑工

匠采用匣钵烧制，这一创新工艺到现在都无

法被替代。越窑青瓷馆升级完成后，我们的

手工技艺将更加形象、直观地呈现宁波非遗

的大美绝活。”越窑青瓷研究所负责人孙迈

华 告 诉 记 者 ，这 次 改 造 升 级 总 投 资 1000 万

元，升级完成后，博物馆将专门辟出一个区

域作为影视厅，用来展示越窑青瓷发展历史

和生产工艺，另外还会有供游客体验的陶瓷

技艺体验区。同时，5 位大师的工作室也将落

成。再过几个月，全新升级的越窑青瓷馆将

重新开门迎客。如今，他们父子还积极致力

于公益展示，给青少年上陶瓷文化和制作课，

“双休日到这里来体验的家庭很多，也有从上

海过来的游客。”

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以镇海口海防历

史为基本陈列，设有“序厅”“海防重镇越千年”

“二百余年平倭寇”“抗英血战镇海口”“雄镇锁

钥击法舰”“全民抗日雄关魂”“尾厅”7 个展

馆。开馆至今，纪念馆已接待社会各界人士近

400 万人次。目前，纪念馆免费开放、免费讲

解，除每周一闭馆整休外，包括节假日均开放，

年开放 300天以上。

“2018 年始，我馆全新打造主题活动‘博

物馆奇妙夜’，让青少年体验与平时完全不同

的海防文化。”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相关负

责人说，主题活动一经推出，报名极其踊跃，

目 前 已 成 功 举 办 了 3 期 。 活 动 包 含 夜 游 参

观、海防朗读、海防拼图、海防寻宝、星光派

对、露营、登山等内容，实现了超近距离的历

史文物展示新体验，丰富海防文化宣教新模

式，寓教于乐。

目前，宁海非遗文化产业园已投入运行，

已有二三十家文化、设计企业入驻。其中，总

投资 9100 万元的宁海东方艺术博物馆占地

面积 2.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3266 平方米。

博物馆藏品丰富，共计展出 500 多件藏品，珍

藏的作品上自南北朝时期，下至明清时期，

囊括了金铜器、石雕、木雕、彩塑等各个门类

的造像艺术精品，具有很高的历史、宗教、艺

术等价值。其中，第三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宁波泥金彩漆”及第四批浙江省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清刀木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和地域特点。

“世界红妆看中国，中国红妆看宁海。”十

里红妆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传统民俗，形容那

个年代嫁女的场面。婚俗文化产业园规划占

地面积约 150 亩，其核心项目宁海十里红妆文

化园占地 78 亩，建筑面积 1.38 万平方米，由普

利兹克建筑奖首位中国籍得主王澍担纲设计，

总投资 2.3 亿元。园区共有三区十四厅，建筑

以竹、木、石、土、金属等材料构成，外观设计大

量使用“瓦片墙”，整体布局呈阶梯状缓缓抬

升，不仅层次分明、错落有致，更连绵有序、气

势恢宏，辅以流动的景观水线，契合宁海“人意

山光、灵动山水”的意境。

宁海十里红妆小镇规划区面积约 3.4平方

公里，核心区面积约 1 平方公里，以民俗文化

为产业定位，以十里红妆婚嫁民俗文化、现代

婚庆文化及其衍生的婚俗文化旅游为特色内

容，营销“人意山光·自在宁海”的品牌，探索文

旅多元化带动本地城镇化的“民俗文化经典产

业小镇发展模式”。宁海十里红妆小镇规划建

设小镇客厅、婚俗文化产业园、宁海非遗文化

产业园、霞客旅游文化街、宁海民间藏珍展览

园、水文化主题乐园、文峰创意园等项目。

“提升 陈 列 展 览 水 平 和 教 育 功 能 ，深 入

挖掘红妆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时代精神。通

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把文化园打造成为国内

一流、国际知名的历史经典类特色文化园，

从而实现文旅联姻的共赢价值。”宁海县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宁

海东方艺术博物馆与十里红妆文化园相距

100 米。继宁海东方艺术博物馆、十里红妆

文化园建成并开放后，下一步将建设其他类

型博物馆，未来这个地块区域将被打造成宁

海博物馆群。

宁波市鄞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位于下

应街道湾底村西江古村，室内展示面积约 1500

平方米，户外可用面积 1000 平方米，2015 年 2

月开馆。鄞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以香包

制作、老虎鞋制作、传统插花、画瓷艺术，灯

笼扎制、大岙布龙、钉碗技艺、鄞州竹编、手

工书画装裱技艺，箍桶、打鑞、渔船制作，面

塑、灰雕、泥塑、石刻、吉祥绣球、传拓技艺，

金银彩绣、朱金漆木雕、骨木镶嵌等 20 多项

传统手工艺活态展示为主，融作品展陈、销

售，现场技艺展示、培训，以及参与、体验于一

体的综合性场馆。

宁波朱金漆木雕是浙东区域优秀而古老

的民间手工艺，宁波地区的髹漆工艺可上溯到

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宁波朱金漆木雕与

汉代雕花髹漆盒金箔贴花艺术同源。2006年，

已有 1000 余年历史的朱金漆木雕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朱金漆木雕传承基地

的建设是一项重要工程。2018 年，投入 500 多

万元，占地 9 亩、建筑面积 2000 多平方米的艺

术馆二期工程设有横溪非遗馆展览厅、非遗文

化交流中心、非遗讲堂、非遗工艺品定制点等，

为推动非遗项目产业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温故”“钱湖金影”展出宁波
“三金一嵌”

宁波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人文积

累、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代表宁波传统手

工艺最高水准的“三金一嵌”，分别为金银彩

绣、泥金彩漆、朱金漆木雕和骨木镶嵌。

8 月 6 日至 20 日，“温故”非遗展“钱湖金

影”在宁波东钱湖柏悦酒店开展，60 件国宝亮

相。“三金一嵌”是宁波本土传统手工艺的璀

璨成果和杰出代表，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重要体现，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2018 年在央视《国家宝藏》栏目惊

艳登场的万工轿，正是宁波朱金漆木雕的代

表作品之一。

此次展出的作品不仅囊括极具传统特色

的经典之作，也特别推出了近年来引起广泛关

注的创新作品，可谓古今繁华。其中，金银彩

绣高定礼服 SHOW、骨木镶嵌新作发布，更是

为展览锦上添花。

奢侈品牌糖心旦联合创始人兼 CEO 谢易

格从英国留学回来后直接进了公司。学习品

牌管理专业的她认为做品牌是非遗的出路，

“我是以金银彩绣为其画龙点睛，将多元文化

渗透营造出不同的时尚美感，更符合当代人的

生活方式，成为国际视野的品牌。让非遗真正

活起来，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加入进来，正是我

们在慢慢证实的话题。”谢易格说。

“温故”非遗展系宁波文化馆创新打造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展览品牌。自 2017 年

至 今 ，共 推 出 14 期 主 题 展 览 以 及 宁 波 文 博

会、中国宁海徐霞客开游节等专场特展，并通

过中日韩漆艺交流展、保加利亚索菲亚中国

文化中心展览等国际化交流展览形式，形成

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力，在线上线下引爆了千

万级流量。

宁波市文化馆副馆长、宁波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孔燕表示，2019 年度“温

故”非遗展，基于文旅融合全新思路，将非遗展

览与宁波旅游景点、城市文化符号联动，围绕

“宁波印象”主题，打造令人耳目一新的“非遗

四景”系列展览。

嘉宾共话文旅融合，研讨宁
波非遗实践

8月 6 日，朱金漆木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陈 盖 洪 、骨 木 镶 嵌 国 家 级 非 遗 传 承 人 陈 明

伟、泥金彩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黄才良、金

银彩绣传承基地负责人裘群珠、浙江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庄丹华教授、浙报集团江南游报

社 总 编 辑 江 如 文 等 12 位 嘉 宾 围 绕“ 文 旅 融

合·让非遗活起来”主题进行研讨，交流总结

宁波非遗精彩实践，探讨如何更好地让非遗

“活”起来。

朱金漆木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盖洪说，

朱金漆木雕非遗这个项目主要是要保护，并且

要传承。他的徒弟是上世纪 90 年代带的，到

现在也有二十几年了，2000年以后做朱金漆木

雕的人基本上没有了，现在他的徒弟到五、六

十岁还可以做，接下去就没有传承人了。

泥金彩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黄才良表示，

让非遗“活”起来，要守住手中的技艺，跟紧现

代的节奏。用现代材料符合现代人的喜好，做

出当下人所要的产品，这就是文创产品。搞创

新不能离开原创，要有个性，但无论怎样改变，

传统的根不能忘掉。

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馆长、金银彩绣传承

基地负责人裘群珠说，要做生活化的东西，使

金银彩绣融入到生活中，包括衣服、耳环、包包

等。非遗传承要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了解宁波

的“三金一嵌”。

骨木镶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 明 伟 认

为，宁波的非遗特别是“三金一嵌”四大非遗

保护做得非常好，成立了艺术馆、展示厅，包

括进校园以及产品开发。不仅要得到政府重

视，还要得到企业家的重视，让非遗从精品到

艺术品，让企业家们觉得有收藏价值，我们的

市场才会更加好做。

非遗专家、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庄

丹华表示，非遗和旅游两者相辅相成，非遗对

旅游是增加内涵和附加值，旅游则是非遗新的

增长点。在旅游的带动下，只有对传统资源挖

掘得越深厚，文化创意产业、衍生产业才能走

得更远。

旅游专家、浙报集团江南游报社总编辑江

如文说，“非遗+”让非遗重新焕发了活力，针

对非遗的传承和开发，寻找非遗保护传承和商

业开发间的平衡点，保护传承是目的，商业开

发是手段，良性合理的商业开发将为非遗保护

提供充裕的资金，提高非遗的社会影响力和认

可度。以政府为主导允许鼓励更多社会力量

介入，推广以传承需要更为庞大的群众基础，

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非遗展示馆

等这些文化场所将是非遗直接面向市民的窗

口，将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起到重要作用。媒

体也应该多多宣传报道非遗项目，唤起更多人

对非遗保护的共识。“见人见物见生活”是新时

代非遗保护的新理念，非遗保护是一项长期的

工作，没有终点。

据了解，目前，宁波市拥有浙江全省唯一

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象山海洋

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立了完整的国家、

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25项、省级 96项，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 15位、省级 78位；国家级传统工艺

振兴目录项目 5 个、省级 12 个；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教学基地、宣传展示基地、生产性

保护基地、高校非遗研究基地等 57 个，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小镇（实验）7个。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菊琴说，我们要让游客从旅游中有所收获，

在旅游中长知识，推动非遗与旅游各个环节的

融合，充分发挥文化与旅游的优势，让特色小

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非遗保护传承旅游

资源开发、文化产业提升等相结合，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下一步将以文

旅融合为重点，深入推进非遗小镇建设，全面

实施百场非遗进景区，统筹规范民办非遗展示

馆，加快开发非遗衍生品，拓展非遗旅游线路，

加强非遗资源开发利用，推进传统文化资源、

文化元素转化为旅游产品，构建非遗科学保护

新格局。

浙 江 宁 波 积 极 探 索 文 旅 融 合

“非遗+旅游”让非遗“活”起来
陈 冲 郑志玥 郑智颖

泥金彩漆国家级传承人黄才良为大家讲述作品 金银彩绣万工轿

宁波非遗实践采风交流总结研讨会现场

慈溪越窑青瓷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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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非遗展骨木镶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