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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月湖西畔，坐落着一座古老的

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天一阁始建于明嘉

靖年间，至今书香不绝。

走进院内，草木葱茏，江南园林让人眼前

一亮；登楼远眺，长廊曲折，阁前的天一池碧波

荡漾。以藏书楼为重点、以藏书文化为特色

的天一阁博物院，登记藏品 22万余件，其中古

籍 30余万卷，5493册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400 多年来，天一阁藏书楼和其所收藏

的珍贵善本，是中国藏书文化的标识，也是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缩影。

书藏万千

巧妙设计建筑，严格管理制度

步入园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一阁建

造人范钦的坐像。雕塑旁的东明草堂，是天

一阁建成前范钦的藏书之地。据说，藏书最

多时达 7 万多卷。

与东明草堂一墙之隔的范氏故居，原是

范氏家族的生活区域。范氏故居与天一阁藏

书楼之间，用高墙隔出了一条长长的防火巷

道。“将生活区与藏书区隔开，是为防范火灾

波及藏书楼而作出的精心安排。”天一阁博物

院古籍地方文献研究所主任李开升说。

书籍越来越多，而东明草堂面积有限，范

钦便建造起新藏书楼。取名“天一阁”，源自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暗含着以水克

火之意。

走出藏书楼，迎面是一方水池，名为“天

一池”。一泓碧水经暗沟与月湖连通，使池水

终年不竭。“所以也用作消防水池，万一着火，

就近有水源。”李开升说。

精巧构造之外，藏书管理更为严格。钥匙

由各房共同掌管，非各房齐聚不得开锁……诸

如此类的规定，对当时的书籍保护也发挥了积

极作用。如今，天一阁现藏 30 余万卷古籍中，

善本有 8 万余卷，其中尤以成系列成规模的

明 代 地 方 志 、科 举 录 为 特 色 双 璧 。 现 存 的

271 种明代地方志中，164 种为海内孤本。

上世纪 80年代北书库建成，第三代书库也

在 10多年前建成使用。如今，北书库一楼还专

门开辟了阁藏古籍展示柜，一排排定制的樟木

书柜整齐排放。打开细瞧，樟木搁板上，平放

着一册册古籍，间或放着白色袋装芸草。“草香

独特，能够防蛀驱蠹，保护书籍。”李开升说。

在天一阁博物院的南侧，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包括陈列展览服务区、体验区、文

物典藏修复区等功能区的天一阁南馆，正在

如火如荼地建设中。新的一年，这将是天一

阁建设的重中之重。“未来，两个馆区在功能

上充分互补，又各具特色。”天一阁博物院院

长 庄 立 臻 说 ，北 馆 侧 重 传 统 文 化 语 境 下 的

“家”与“藏”，南馆侧重现当代语境下的“公”

与“用”。

善本存护

引入智能设备，培养修复人才

自动灭火系统、温度监测系统、空气净化

系统、虫害检测装置……步入 5000 平方米的

第三代书库，遍布其间的监测设备，让人印象

深刻。

不仅如此，书库中一排排恒温恒湿智能

柜让珍贵古籍有了“新家”。“柜体通过内置的

工作模块，控制温度和湿度，实现智能控温和

控湿。”天一阁博物院文物修复中心主任李洁

莹说。

如今，天一阁构建起了覆盖全馆的环境

监测系统，实现了对温湿度、光照度、劣变程

度、风速等多种要素的采集监测和分析。许

多文物还拥有特制的古籍实木夹板、无酸纸

囊匣、书画布套等专用设备，以便打造一个稳

定洁净的保存环境。

“一方面，通过引进的设备和技术，减少

环境因素的危害；另一方面，对于损坏的书

籍，修复工作也必不可少。”李洁莹说，天一阁

古籍修复技艺从民国时期的有文字记载的第

一代传承人严春航开始，以师带徒，传承至

今。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纸页两面刷上糨糊，粘上一层布，刷实

阴干后揭开，分离粘连的纸页……在天一阁

博 物 院 文 物 修 复 中 心 ，14 名 修 复 师 正 在 工

作。从拆揭、修补书叶，到润湿压平、折叶修

剪，最后到丝线装订、粘贴书签，一本古籍重

获新生要经历 20 多道工序。

书库中，修复完成的明抄本《北曲联珠》，

颜色和谐，展阅平整。作为范钦遗留下来的

孤本典籍，它在 450 多年后迎来了新生。

“找到材质相近的补纸不容易，我们在馆

藏 500多种纸张中，选配了一种材质及厚度相

对接近的竹皮纸。但由于单张书叶颜色不

均，很多地方还需要根据颜色选配修补。”在

天一阁工作 40 多年的王金玉，带着徒弟谢龙

龙耗时 3个月才完成《北曲联珠》的修复工作。

“我们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古籍修复技

艺同样要传承下去。”王金玉说，2020 年，国

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天一阁博物院传

习所成立，王金玉受聘担任传习导师。如今，

修复工作之外，她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传帮带

上：每年传习 200 课时，重点开展线装书的装

帧复原、古籍修复技艺等传习指导。

交融新生

构建数字化平台，开展特色活动

置身于园林之中，古建筑檐上装饰着不

同的脊兽，制作工艺精湛，栩栩如生。岁末年

初，一场关于古建中奇趣脊兽的悦读会活动

正在进行。除了听讲座，市民还可以体验亲

手制作形态各异的鸱吻装饰品，在趣味中感

受中国古建之美。

类似这样的体验活动，在天一阁每周都

会进行——

点击选择铜版画，《平定两金川得胜图》

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景象，让人大开眼界；

点击鼠标，多角度仔细查看藏品的细节，配上

文字介绍和语音，仿佛来到战鼓震天的古战

场……这是游客在“乾隆三宝——天一阁藏

御赐珍品数字特展”上欣赏《平定两金川得胜

图》的场景。如今，不少馆藏资源被“搬”到线

上，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展。

不仅如此，馆藏古籍还实现了初步数字

化管理和呈现。在天一阁古籍阅览室，轻触

屏幕，便可对馆藏资源一键速查速览；通过建

设古籍数字资源库，馆藏资源面向社会免费

提供数字化的古籍查阅服务……目前，天一

阁已完成 320 余万筒子页珍贵古籍的数字化

扫描。天一阁自主研发的古籍文字识别系

统，目前已利用该技术对 9 万页古籍数字影

像进行了图文转换，实现了字、词的全文检

索，提高古籍的利用率。

数据显示，从 2016 年到 2022 年，天一阁

文物修复中心共计完成古籍修复近 8 万叶。

“保护好古籍是责任，也是对藏书楼的尊重。”

王金玉说，2024 年，天一阁还将计划完成 6 部

阁藏国家珍贵古籍的修复，完成 24 万筒子页

数字化古籍扫描，完成馆藏古籍 60 万筒子页

的全文释读工作。

如今，古籍更是走入寻常百姓家。在这

里，孩子们学习制作古阁模型、尝试雕版印

刷、亲手装裱印刷作品，深入体验典籍文化；

市民不仅可以和专家学者读碑、解碑，还能够

在天一阁藏品修复部的老师指导下，体验拓

印的乐趣。

更多的探索持续进行。通过范钦的卡通

形象，将藏书故事用动漫的方式进行充分展

现；《天一阁书画修复装裱技艺》视频课程，介

绍古字画修复中除旧、修补、全色、镶活全过

程，受到观众好评；在特色糕点包装中融入古

籍木板印刷画元素，引来不少人打卡购买……

采访临近尾声，一名市民来到天一阁，准

备捐赠一批家传古籍。“天一阁是藏书文化的

象征，也是城市的文化名片，藏书于此对古籍

的传承保护更有意义。”他说。

细心存善本、数字化传播，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

书香盈楼藏古今
本报记者 窦 皓

浙 江 宁 波 ，月 湖 西 畔 。
400多年来，天一阁书香不绝、
文脉不断。登记藏品 22万余
件，其中古籍 30余万卷，5493
册 入 选 国 家 珍 贵 古 籍 名 录
……如今，天一阁不仅沿袭古
制，通过巧妙的建筑设计、严
格的管理制度，将善本细心保
存，更引入智能技术设备、培
养古籍修复人才，精心修复古
籍。一个个数字平台、一场场
线上展览，将古籍文化传播得
更广、更远。

核心阅读

或 近 或 远 地 勾 勒 着 地 理 空 间 ，

或详或略地描绘着现实社会……纪

录 片 让 我 们 身 处 历 史 长 河 之 中 ，与

千 年 的 风 土 人 情 相 逢 ，让 人 们 更 好

地理解“我们从何而来”。

深度发掘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是近年来历史人文纪录片内容创作

的一大重点。在刚刚过去的 2023 年，

《大运河之歌》《大敦煌》《山海经奇》

等一大批优秀纪录片，连接古今，带

我 们 看 古 人 如 何 理 解 天 地 、感 悟 人

间。通过古人的故事，我们也读懂了

自己：我们有关上善若水的感悟，早

融于先人建设大运河的巧思中；我们

有关美美与共的理解，早绘于敦煌石

窟万象交融的美妙壁画中……纪录

片不仅呈现大运河的千年过往，更展

示今日沿岸的生机蓬勃；纪录片不仅

呈现敦煌壁画上的精美飞天，更展示

今 日 数 字 飞 天飞向更广舞台。历史

人文纪录片细读文化基因，讲述“我

们的故事”，并以此标注文明赓续中

更有活力的当下。

纪录片以创新性话语，生动讲述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展现生生不息的烟火人间，也让“我们

从何而来”的回答更加生动、亲切。《航拍中国》把镜头“放飞”

于天际，带我们跨越广袤城乡、饱览千里江山，看见多姿多彩

的我们；《如果国宝会说话》以单集 5 分钟的精练形式，以百集

自先秦以降的宏伟跨度，细数国宝故事，讲述我们血脉中的家

国情怀；《“字”从遇见你》聚焦汉字系统，通过动画、说唱等多

种方式生动讲述汉字故事，也娓娓道出我们的文化基因……

近年来，一大批优秀纪录片不断拓宽着讲述故事的广度，挖掘

着解读文化的深度。

新年伊始，《我们中国人》《黄河之歌》《遇见最美宋词》《古

代时间简史》等一批优秀纪录片蓄势待发。纪录片里有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也有生生不息的今日中国。未来，纪录片也

定会记录下更多属于我们的故事，不断谱写熠熠生辉的当代

华章。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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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R

近日，由广东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

出的舞剧《咏春》来到香港，在香港演艺学院

开启首演。一束灯光、一套拳法，《咏春》以舞

蹈之美勾画武术之韵，致敬每一个为梦想努

力奋斗的平凡人。

该舞剧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任

编剧，韩真、周莉亚任总编导。自 2022 年首

演以来，《咏春》先后在国内多地巡演，又赴新

加坡完成出海首秀，迎来口碑、票房双丰收。

1 月 4 日至 7 日，该舞剧在香港演出 5 场，所有

场次均爆满。

《咏春》采用双线叙事的形式，讲述了一

个发生在电影拍摄片场的故事：“戏内”，叶问

从佛山来到香港打拼，传承咏春拳；“戏外”，

以深圳《咏春》剧组一名灯光师为代表，讲述

了普通人不懈奋斗、不断追光的故事。

武舞同源，形意相融。《咏春》通过精巧的

舞蹈造型设计，将武术和舞蹈相结合。剧中

有许多“以舞释武”的场面，其中咏春拳、螳螂

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精彩对决的段落，

均由相应的功夫传承人指导，舞者进行了长

达一年的训练，日日打桩、刻苦习武。

首演当晚，众多香港市民前来一睹舞剧

风采。由幕起，至幕落，旋转的舞台上，中华

武术的刚健有力与现代舞蹈的优雅舒展同步

上演。逾 2 个小时的演出，既让观众看到传

统武术的精湛技巧，又可以感受到舞蹈艺术

的肢体美感。

值得注意的是，《咏春》舞蹈演员身着服

装采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染整

技艺制成，在聚光灯下，香云纱随着光影流

转变幻出不同色彩与光泽，为舞剧更添一分

柔美。

随着剧终的灯光亮起，台下掌声经久不

息。全场观众起立，或欢呼或挥手，与演员们

互动。全体舞者也数次返场谢幕，向热情的

观众深深鞠躬。

演出结束，何先生仍意犹未尽地跟朋友

讨论剧情。他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演员谢

幕的照片，写道：“每个人都可以在平凡的生

活中找到不平凡的自己，每个人也都可以成

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曾为系列电影《叶问》担任监制的黄百鸣

表示，咏春拳在世界发扬光大，作为中国人感

到十分骄傲。

在首演开始前，以“春咏香江”为主题的

新年活动也于香港演艺学院举行，吸引香港

各界约 200 人参加。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表示，舞剧《咏春》展现出深厚的岭南文化，并

通过丰富的故事情节，表达出中国人的拼搏

精神。特区政府将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

携手合作，通过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广大观众

带 来 更 多 精 彩 演 出 ，展 现 大 湾 区 的 文 化 软

实力。

深圳市政协主席林洁表示，从香港导演

拍摄的《一代宗师》《叶问》等影视作品，到深

圳原创舞剧《咏春》，深港双城对“咏春”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这是一种文化共鸣。

图为舞剧《咏春》剧照。

王徐峰摄

深圳原创舞剧《咏春》香港首演——

舞蹈之美 武术之韵
本报记者 陈 然

■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

R

本报上海 1月 11日电 （记者曹玲娟）11 日，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

中国》年度盛典暨第二季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

《非遗里的中国》年度盛典，集聚全国近千位非遗传承人，

对第一季播出的特色非遗项目进行了集中展示。《非遗里的中

国》第一季在央视综合频道首重播累计触达观众 7.1 亿人次，

全网覆盖用户超 75.4 亿人次，多平台热搜累计上榜 1200 多

次。随着节目热播，节目拍摄地作为展现非遗风采、承载非遗

故事的特色空间，成为“网红打卡地”和热门旅游目的地，不仅

实现了非遗和文旅的“双向奔赴”，也将当地更多特色非遗带

火“出圈”。

《非遗里的中国》第二季将继续秉承“见人、见物、见生活”

的创作理念，持续深化“思想+艺术+技术”的有机融合，创新

运用科技成果，展现璀璨非遗在新时代的活态传承和蓬勃

创新。

《非遗里的中国》年度盛典暨第二季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杭州 1月 11日电 （记者顾仲阳）日前，2024 中国农

民诗会元旦迎新晚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举行。本次活动

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指导，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杭州市农业农村局、杭州市余杭区政

府主办。

本场晚会由 6 个主题篇章构成，涵盖诗歌朗诵、访谈、情

景表演等 20 余个节目，并举办了 2023 中国农民诗会作品征集

获奖作品颁奖盛典。2023 中国农民诗会作品征集活动自启

动以来，共收到 6253 名诗人创作的 10089 部（篇）作品，最终评

出一等奖 3 件、二等奖 8 件、三等奖 14 件、优秀奖 28 件。

中国农民诗会元旦迎新晚会举行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陈世涵

制图：张芳曼

本报北京 1月 11日电 （记者任姗姗）11 日，由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主办，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湖南省委宣传部承办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问苍茫》创作座

谈会在京举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文艺评论家、《问苍茫》主

创代表、制作播出机构和平台代表、观众代表等参加会议。

《问苍茫》是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和湖南省共同指导推出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

与会者围绕《问苍茫》的创作传播经验、叙事和审美层面的

创新突破，以及借鉴党史研究最新成果做好重大革命题材

电视剧创作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与会者认为，

《问苍茫》的创作，是电视剧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

努力打造电视剧精品力作的实践成果。百年党史是电视剧

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也是新时代攀登文艺

高峰的重要文化根基。在新时代新征程大力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更好彰显时代价值，是电视剧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是电视剧精品创作的必由之路，要推出更

多更好展现中国精神、反映时代气象、深受人民喜爱的新时

代电视剧精品。

电视剧《问苍茫》创作座谈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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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③：修复师在修复古

籍书页。

图②：天一阁博物院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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