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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诸葛晨晨文/摄
你们喝过“台州特调”咖啡吗？洋

气的咖啡与地道的台州小吃融合搭
配，变成一道道创意的时尚饮品，吸引
咖啡爱好者前来。

在临海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
18R咖啡和Zc咖啡，两家咖啡店结合当
地传统小吃，推出了一系列创新风味，
如蛋清羊尾拿铁、甜羹拿铁、草糊咖啡
等。奇妙的组合碰撞而出的化学反应，
形成有力的传播，为古城增添新色彩。

打卡标配

近日，记者来到台州府城文化旅
游区的紫阳街，首先打卡了位于兴善
门附近的18R咖啡。

今年元宵节期间，18R 咖啡推出
了一款节庆特供创意咖啡——甜羹拿
铁。浓郁的咖啡混合甜羹的配方，包含
香滑的藕粉、软糯的酒酿小圆子和桂
花蜜浆，要用勺子舀着吃。

“吃糟羹是临海过元宵的习俗，我
们以此为灵感，设计了这款咖啡。”26
岁的咖啡师李佳明介绍。

好奇的顾客们前来尝试新鲜的搭
配，并把美好的味道和创意的呈现方
式拍下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手拿带有

“紫阳街”logo和水墨风格的咖啡杯，在
老街留影，一度成为年轻游客的招牌
动作。该咖啡店员工告诉记者，元宵节
的甜羹拿铁推广活动，计划上架 1000
杯，不到半天就被抢光了。

“咖啡店每天都要接待游客，将台
州元素比如美食融入咖啡，也是外来

游客了解城市文化的一个切入点。”李
佳明认为。

沿着紫阳街向北走，还会经过一家
Zc咖啡。门口的宣传海报很是显眼，绿
色背景上，鲜红的指甲握着一杯拿铁，配
合“这个世界上第一杯蛋清羊尾拿铁”的
原创宣传语，让人很想入店一探究竟。

记者进店点了一杯蛋清羊尾拿
铁，单杯售价28元。这是一道口感对比
鲜明的饮品，第一口先喝到绵密的奶
泡，这是还原蛋清羊尾打发的蛋清。插
入吸管，轻嘬一下，入口的是裹在杯底
甜甜的红豆泥，之后便是咖啡的风味。
收尾动作，挑一口撒在奶泡上的玉米
片，模拟这道临海小吃的酥脆口感。

在店内停留半个多小时，记者观
察到，接连有三四位顾客下单购买蛋
清羊尾拿铁。其中一位消费者表示，自
己是被店门口的海报吸引来的，“咖啡
和临海小吃蛋清羊尾，感觉是一个很
奇妙的组合，就想尝试一下。搅拌一下
喝，口感也比较丰富。”

Zc咖啡的创始人之一“cc”介绍，蛋
清羊尾拿铁于今年1月29日正式上线，
现已成为店内的高人气产品，“周末和
节假日，蛋清羊尾拿铁销量占七八成。”

“cc”说，蛋清羊尾拿铁通过主流
社交平台迅速传播，变成了朋友圈的

“打卡网红”，这也让她意识到“区别于
同行业，营造高度差异，是咖啡店的生
存之道”。

多款研发

记者了解到，18R咖啡和Zc咖啡，
均于2020年利用休整期投入新品研发。

“如今，在国内精品咖啡店，创意
特调已经成为流行趋势，主要以咖啡
为基底，与其他食材融合调配。”

李佳明介绍，除了甜羹咖啡，去年，
18R咖啡还推出了荷包蛋拿铁、老酒拿
铁等四款创意奶咖，价位都在 30元左
右。产品亮点是融合不同的台州元素。

店内的荷包蛋拿铁，灵感来源于
台州地方特色小吃“姜汁调蛋”。饮品
上层的荷包蛋造型，其中蛋白部分是
白色奶泡，再用南瓜粉点缀充当蛋黄，
浓郁的姜味则是味蕾的记忆点。

另一款老酒拿铁，是团队首次尝试
联名合作。配方中运用了台州酒厂出品
的陈黄酒“灵江梦泉”，将其与红糖熬煮
成特制糖浆。老酒拿铁已成为店内冬日
主打饮品，在寒冬，捧着一杯暖暖的、带
着酒香的咖啡，是一种独特的享受。

另外，草糊拿铁、桂花酒酿拿铁

两款创意咖啡，利用的食材也体现季
节感。

在李佳明看来，制作一款创意咖
啡就是经历一场“头脑风暴”，“从呈现
方式、选择食材、制定配方，再到起名
字……我们团队经常会讨论到凌晨”。

而Zc咖啡的蛋清羊尾拿铁，在推
出市场之前的准备时间更长。“我们按
照大众能接受的风味，作为产品开发
的方向。”“cc”说，“内部测试，小范围
试饮，反馈调整，这是基本的过程。”

该咖啡店的另一款原创产品“比
凡拿铁”，则是与台州籍艺术家丁比凡
合作的联名咖啡，Zc咖啡还为此设计
了全套周边物料，包括杯子都是专门
制作的，“好的创意咖啡就是一款好的
设计，不仅要喝到，也要能看到”。

记者了解到，Zc咖啡品牌运营已
有 8年，18R咖啡则有 5年。两家咖啡
店都提到，创意咖啡不仅能探究咖啡
的更多可能性，还能拓宽客人对咖啡
的接受度。

李佳明说，顾客们对咖啡的接受
度不同，应该以不同产品来匹配不同
需求。他们提供单一产地的咖啡，满足
追求风味的咖啡饕客，以精品咖啡为
基础，调制口味丰富的创意咖啡，才能
被更多消费者接受。

台州传统小吃与咖啡的创意组合，
你打卡了吗？

本报记者陈伟华

3月3日-3月18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台
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展在台州书画院开展，共展出
书法作品123件。

此次展览由台州市文联与台州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
面向台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公开征稿，通过评选，最后有100
多件作品脱颖而出。参展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篆、隶、楷、
行、草五种书体兼备。这些作品风格或流丽秀逸，或瑰丽宏伟，
或闲雅潇洒，可谓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台州书法界新时代奋
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体现了我市老中青三代书法家对社会、
艺术的体悟和追求，以及传承与创新特色。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独树一帜，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近年来，
台州市书法家协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二
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书法创
作欣欣向荣，优秀作品大量涌现，教育普及广泛深入，为发展
书法事业、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协会加强台
州书法人才梯队建设和培养，呈现出以老一代书法家为领军、
中年书法家为骨干、青年书法家为重点均衡发展的格局。目
前，该协会会员近800人，其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80多人，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400多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优秀作品展举办

本报记者林 立

春天，人类嗅觉最敏感的季节。大
自然有花草树木的清香，高雅的中国
人，自古还会用自制的香料在室内营造
别样芬芳。

香炉，则是承载这种高雅爱好的器
皿。作为器皿，香炉的艺术内涵，丝毫不
逊色于其他传统器皿门类。

3月 5日，“万象之器——陈巧生手
作香炉展”在台州市博物馆开展。展览由
苏州巧生炉博物馆创办人陈巧生先生提
供展品。百余件手工香炉陈列于展柜中，
让整个展厅呈现出深邃而悠远的意境。

“爰有奇器，是生万象”。香炉，作为
用香礼祭、修身、养性、怡情不可或缺之
物，不仅是一种器物，更是历代文明的
见证。苏作工艺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占
重要之位，全国工艺美术品 24个大类
中，苏州拥有 22个，而铜炉铸造这一类
别尤显辉煌。

陈巧生大师潜心制器数十载，循古
之意而不拘于古，适今之宜而不牵于
今，寓巧法之妙于器用之间。他的作品
特有一种风采神韵，历来是藏家、文化
爱好者把玩收藏的重点对象。

展品中除了陈巧生的作品，还有陈
巧生之子陈冠臻的香炉作品。展品分为

三类。一类为“至尊传承”香炉系列，如
翼云至尊浮雕云龙冲耳三足炉、万寿炉
等。其二为文房珍玩系列，陈巧生将多
年悉心收藏的和田玉、珊瑚、绿松、玛瑙
等品相上乘的古代炉钮，结合红木紫檀
镂雕，用镶嵌工艺，制成炉盖，与经典的
炉型完美相融，更升华了巧生炉的艺术
价值与收藏价值。最后一类是陈巧生的
收藏品，诸如龙耳掐丝珐琅熏炉、清乾
隆珐琅熏炉等。

这些精美的香炉，呈现了一场传统
美术工艺的文化盛宴，令人流连忘返，
叹为观止。

新春以来，台州市博物馆先后举办

了两场与“香”有关的展览。在“陈巧生
手作香炉展”开展的同时，四楼展厅的

“乘物游心——沉香雅集展”，也让不少
游客寻香而至。

“我们希望观众通过对香器的了
解，感受旧时文人雅士对美的追求，能
在精神上与古时先贤达到精神共鸣。欣
赏香料香炉，并了解背后的文化，对于
当下追求精神生活品质的市民，会是一
次不一样的体验。”台州市博物馆工作
人员鲍思羽说。

本次展览持续至4月10日，除展品
之外还配有系统的文字解读，等待着大
家前往现场打卡、探寻、品鉴。

是器皿，更是艺术

市博物馆推出“陈巧生手作香炉展”

本报记者吴世渊

3月8日，第28期“文化超市”公益艺术培训活动在台州市
文化馆开课。本期“文化超市”推出绘画、书法、乐器等11个艺
术门类，共45门课程，其中4门为线上“云课程”。

在经过网上报名、资格确认后，共有827位学员进入线下
课堂，他们将进行为期3个多月的艺术培训。拉丁舞、民族舞、
古筝、素描等线上课程，目前已有690名学员进入直播群。

“文化超市”是台州市文化馆的品牌公益文化活动，至今
已走过14个年头。从2008年的第1期7门课程到第28期45门
课程，培训学员总数超过3万人次。市文化馆通过公共文化服
务，让艺术走进寻常百姓家，形成良性的社会互动，也让“文化
超市”成为了馆里的“金字招牌”。

记者了解到，在活动初期，“文化超市”一度遇到场地有
限、经费紧张、师资不足等问题。为了让市民享受到更多更优
质的艺术课程，市文化馆积极补足短板——在培训师资上，从
馆内业务干部逐渐向社会力量拓展，引入社会机构和社会艺
术人才参与艺术培训；在培训场地上，及时改造提升文化馆基
础设施，开放的授课教室从700平方米增加到2234平方米；还
与馆外艺术机构联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学员授课，对考察
合格的单位授予“台州市文化馆公益文化合作单位”牌子。

2020年，因疫情关系，“文化超市”再度升级，推出了“4.0”
版本——尝试线上“云课堂”。依托“钉钉”软件，授课老师们化
身“主播”，把原来的教室改成了“直播间”，在镜头前为大家教
授艺术课程。该“版本”一经推出，便受到市民的广泛好评，许
多人宅在家里就能听课，一些来不及听课的学员，还能看回
放。艺术培训彻底打破了时空的界限。

“今年，第 28期‘文化超市’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教学，
‘云课堂’通过线上入门普及后，再由授课老师挑选部分相对
出色的学员进入线下面对面提高，使艺术培训更有针对性，也
使得热爱艺术、具有艺术天赋的市民得到了更多的学习机
会。”台州市文化馆副馆长俞叶萍说。

共设11个门类45门课程，4门为线上课程

春季“文化超市”开课

本报记者单露娟

“这些书都是我父亲留下来的。现
在，我将它们捐赠给图书馆。”近日，家
住椒江区白云新村的傅义阳老先生，将
珍藏多年的3种9册古籍捐赠给台州市
图书馆。

据悉，傅义阳所赠古籍分别为宣统
二年上海会文堂印《王荆公文集：卷一~
卷四》《重刊李扶九原选古文笔法百篇》

《增批辑注东莱博议：卷一~卷四》（双芙
蓉馆藏本）。接过藏书后，台州市图书馆
工作人员向他出具了捐赠证书。

傅义阳表示，这几本古籍都是父亲
留下来的。父亲生前酷爱读书、喜欢收
藏研究地图。他去世后，这几本古籍便
一直收藏在自己家中。

这些书对他来说珍贵异常，但由于
家中保存条件有限，随着年月流逝，这
些古籍慢慢出现断线、虫蛀、残损等现
象。“如今把它们捐赠给图书馆，能够得
到更好的保护，也让更多有需要的读者
查阅。”傅义阳说。

据了解，这是台州市图书馆自2010
年开馆以来，第一次接受读者捐赠古籍。

“从古籍保护角度来说，普通家庭
很难将古籍完善保存。珍稀古籍需要常
年被保护在恒温恒湿、防虫防蛀的环境
里，目前只有像图书馆、博物馆等专业
场馆才能做到。从古籍的利用价值看，
如果只是把它们保存起来，束之高阁，
价值无法实现，图书馆可以利用现代化
的技术手段，对古籍进行修复、扫描、数
字化开发，让古籍‘活’起来，为更多的
读者提供了解和研究古籍的机会，也把
古籍的社会价值和研究价值发挥到最
大。”台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说。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在台州各公
共图书馆中，临海市图书馆收藏的古籍
数量最多。

临海市图书馆负责古籍管理的蔡剑
周介绍：“馆藏汉文古籍共5.4万余册，其
中明刻本 1000余册，普通善本 5300余
册。版本类型近六成为刻本，其余为活字
石印铅印本。所有古籍按经、史、子、集、
类、丛分类收藏。根据统计，经部古籍
6700余册，史部1.2万余册，子部8400余
册，集部 9500余册，类丛部 1.5万余册，
少数为新学。馆内古籍主要是清末民初
的刻印本，少数为明代和清中前期刻印

本，其中不乏二级和三级古籍。”
临海市图书馆的古籍馆藏数量，在

省内县级市位列前茅。
“这些馆藏古籍得益于项士元先生

的征集，他普查发现了众多本地文人名
士的印鉴和批校题跋，如王舟瑶、黄瑞、

胡步川等，这些都是台州本土文化的宝
贵财富。为了保存好这些古籍，近年来，
图书馆还对古籍库房进行了改造，添置
了自动灭火和温湿控制设备、防紫外线
灯和窗帘、防虫蛀材料，并进行定期杀
虫。”蔡剑周说。

椒江一市民向台州市图书馆捐赠家藏古籍
日前，杭州市拱墅区残联、赤城画派联合作品展“大爱无

疆 自强不息”开幕式在浙江自然博物馆举行。天台人陈达桢
现场创作6米长的《百岁图》。在创作现场，只见陈达桢或蹲或
跪，泼墨挥毫半个小时不停歇，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陈达桢出生于1969年3月，祖籍浙江天台。他3岁开始学
习书法，10岁画油画，11岁画国画。17岁时，他师从王流秋、王
德惠等人。陈达桢为彩霞映照的赤城山动容，于1998年发起创
立赤城画派。 本报通讯员朱智敬摄

傅义阳捐赠给台州市图书馆的古籍。 江依婷摄

蛋清羊尾拿铁蛋清羊尾拿铁

甜羹拿铁甜羹拿铁 老酒拿铁老酒拿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