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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日 星期六4 文化大观

本报见习记者元 萌

“五一”长假开启，为满足市民和游客的
休闲度假需求，台州各县（市、区）的文化场馆
和旅游景点竞相带来丰富多元的体验活动。

无论是深入博物馆探寻历史、体验手作
之乐，赴山海之间遍访美景，还是体验小城的
文艺之旅，都能让你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博物馆之旅 享文化盛宴

放假期间，台州多地的文化场馆“不打
烊”。台州市博物馆、台州市非遗馆、天台县博
物馆等准备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等待游
客前来。

台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该馆准备
了“五一”特辑活动，包括“剪出日子的芬
芳”剪纸体验活动、“风车闲倚在回廊”风车
笔筒制作活动、“海洋总动员”科普课程、

“立夏称人”民俗体验活动、“玩转辅首”科
普活动，共五场。

“活动主要面向 5岁-12岁的少年儿童，
通过手工制作、科普课程、民俗体验等形式，
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体验动手乐趣，学会
尊重劳动成果。”工作人员表示。

另外，台州市博物馆现有两个展览：“虫
虫世界——世界精品昆虫展”“新峰叠翠——
2021浙江省优秀青年民间工艺人才作品展”，
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去观看。

台州市非遗馆也安排了免费的市民体验
活动。今天下午2点-4点，是活字印刷的开放
式体验。5月3日上午固定时段，游客可前往非
遗馆感受扎染工艺的乐趣。

闭馆装修一年多的天台县博物馆，赶在
“五一”前重新开馆。

“作为省内首家免费对外开放的博物馆，
我馆将继续发挥服务大众、弘扬当地文化的

‘重要窗口’作用，以全新的面貌在公众面前
‘亮相’。”天台县博物馆馆长周则贵表示。

据介绍，馆内现有藏品6000多件，包括宗
教文物、民俗文物、书画藏品、古生物标本等。

新馆展区主要分为“神秀天台”“和合之城”
“家在天台”“天台雅集”“回到白垩纪”和临时
展区六个部分，辅以多媒体装置、电子导览装
置、声光电技术等，全方位展现天台的历史底
蕴与风土人情。

假期期间，馆内临时展区推出“和合之
城、台岳遗存——天台首届民间藏品展”，展
出内容包括天台民办博物馆的文物与首次展
出的民间藏品。

山花烂漫时 赴山海之约

人间四月芳菲尽，“台州杜鹃”始盛开。
“五一”假期正是外出踏青、赏花游玩的好时
机，天台华顶国家森林公园、临海括苍山、三
门道蓬山、仙居白冠山、黄岩太湖山、温岭方
山及周边等地，都是台州境内观赏杜鹃花的
胜地。

四月仲春时节，已进入杜鹃的赏花期。到
五月，杜鹃红遍山野，灿若烟霞。循着阳光拾
级而上，登高望远，在烂漫的花海中感受自然
情致。

五月的华顶国家森林公园，云锦杜鹃和
高山杜鹃竞相开放，隐现在云雾缭绕间。千余
米海拔的高山上，杜鹃与华顶云海相辉映，营
造出“花在云中开，雾在花间飘”的绝美景观。

天台云锦杜鹃与别处不同，它的平均树
龄有两百年，最老的在千年以上，树高可达八
九米，素有“千年杜鹃”之称。去华顶赏花之
余，还可去附近几公里处石梁镇的天台山雪
乐园走一走。园内开设了 6000余平方米的超
大滑雪区，以天台山传说故事为主线，亭台楼
榭，一步一景，引导游客“花式玩雪”。

相约临海，括苍山也已尽山映红。大片的
杜鹃花主要集中在跑马坪与三十六口缸之

间，目前已到最佳观赏期。驱车前往括苍山
顶，一路山路蜿蜒，可将春天的优美景致尽收
眼底。

括苍山作为浙东南第一高峰，在日出、云
海、风车、星空的装点下，显得尤为浪漫。仲春
时节的杜鹃花，则是括苍山的另一张“旅游名
片”，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位于温岭与乐清交界处的方山，层峦叠
嶂，气势磅礴，四围石壁均在百米以上。山顶
天然形成的空中平原景观，平旷如坻。盛开于
山间的杜鹃，让游客如置身“空中花园”。

方山上的杜鹃品种众多，包括“紫蝴蝶”
“紫玉郎”“紫气东升”“粉红泡泡”等。沿山间
步道缓行，两侧的杜鹃花在绿水青山的映衬
下，愈发明艳动人。

温岭方山附近的上保山，杜鹃花面积达
千余亩，是目前浙江省内连片面积最大的杜
鹃观赏点。

若行有余力，你还可以去三门道蓬山、仙
居白冠山、黄岩太湖山等地赏花游玩，不同景
点的景致自成一格，各具特色。

“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侬”，漫
步林间山野，享受一路山花烂漫，共赴一场山
海之约。

“图书+文创”小城文艺之旅

“五一”期间，台州部分景区、各公共图书
馆、独立书店、文创工作室等，也积极筹备多
样化的活动，献上一场小城文艺之旅。

千年府城临海，依靠深厚的文化底蕴，吸
引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者前来。

假期里，由临海文旅集团和五月文创联
合举办的“小城X计划：青年人才嘉年华”系
列活动，以青年创业与本土文创为核心，带来
别样体验。

五月文创项目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分
为“在地刊物展”“古城会客厅”“五月青年分
享会”“青年创意市集”“乡村之眼专题放映
会”五大板块，包括艺术展览、创意市集、创作
交流、创业分享等内容。“今年的青年人才嘉
年华活动，依托临海当地的青年创意创业团
队，邀请到芥子书屋、再望书苑、杏坛书院及
老城二手书店等进行交流分享。5月4日，还将
在紫阳剧场边上开展创意市集活动”。

台州市图书馆的图书漂流室、24小时自
助图书馆、各和合书吧等，假期里均照常开
放。该馆还推出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包括亲
子阅读、展览讲座等，通过亲子共读绘本、共
同参与体验游戏，增进亲子互动。此外，庆祝
建党百年“诵读红色经典 传承民族精神”红
色诗歌展，至5月2日结束。

这趟文艺之旅，少不了去独立书店逛一
逛。近年来，台州的“书店+”模式兴起，“书店+
文创”“书店+民宿”“书店+咖啡店”等，吸引众
人“打卡”。椒江慢书咖、临海再望书苑、路桥
水心草堂等书店各具特色，去这些地方坐一
坐，翻一翻书，将为这趟文艺之旅画上完美的
句点。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如果你还没有计划好去哪里游玩，不妨看看这一份推荐

“五一”游台州，文旅花样多
本报记者陈伟华文/摄

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浙江省第 26届全省画院工作会
议暨全省画院系统书画作品展，在台州
书画院举行。来自全省各地近30家画院
的代表参加会议，并带来优秀作品参展。

杭州市美协副主席、杭州画院副院
长汪文斌，此次参展作品是布面油画，题
为《红围巾》。该作品画面呈现灰色调，画
上一位身穿黑衣的妙龄女子，倾斜着身
子，坐在一张木板凳上，摆放于她腿上的
一条红围巾，十分引人注目。

汪文斌的绘画作品题材大多来自生
活——身边的人、景和物。“绘画的语言和
形式很重要，但真正能打动人的还是画中
的情感，需要你对表现对象认知有深度。”

为了画好这幅画，汪文斌曾多次背
上画板，去基层写生，捕捉灵感。“画画是
我生活的常态。”汪文斌说。从一名普通
的美术教师到杭州画院专职画师，再到
如今担任杭州画院副院长、杭州市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多年来，他用一种独特的
油画语言，如实表现内心的感悟，探寻绘
画的本质。

兰溪芥子园书画院工作人员陈丹
萍，送展的是国画作品《青湖晨韵》。这幅
画上的现代建筑倒映在绿水青山里，并
与环境、场地、文脉和谐共生。作品引得
现场众多观众驻足观望。

温岭书画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江维中，书写赵孟頫的诗词《纪旧
游》一首，也深深吸引了观众。在创作时，
他以草书书之，在墨色变成和章法构成
上寻求统一。

浙江画院院长孙永介绍，此次活动
由浙江画院主办、台州书画院承办，汇集
全省各家画院专业人员创作的书画作品
共计106件。这些作品意境深远，或大气
磅礴、直抒胸臆，或舒缓细腻、娓娓道来，
或隽秀飘逸、轻盈洒脱，传递了我省书画
家们对建党百年的美好祝愿。

当天，在第26届全省画院工作会议
上，20多家市、县两级的画院负责人和
代表，介绍了2020年的工作亮点和2021
年的工作思路，通过交流分享，发挥名家
画院的辐射引领作用。

“今年，我们将继续本着‘开放办院，
学术立院’的宗旨，着重引进高品质的展
览活动，加强专业活动的学术性研究，推
动线上线下展览的同步开展；以工作室
为依托，加强与画师和书法研究员的联
系，加强学术研究与探讨，以此推动台州
的书画艺术创作；加强与兄弟画院和各
地美协的交流和合作，学习先进经验，提
高工作水平；进一步办好书画展览活动，
着重组织开展建党100周年相关展览活
动。”台州书画院院长林彬说。

台州书画院于 2005 年 1 月正式建
成，设有展览厅、藏品陈列厅、学术报告
厅等，是我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和对
外交流窗口。

——记第26届全省画院工作会议暨全省画院系统书画展

丹青绘锦绣画卷
翰墨写盛世华章

本报记者陈伟华文/摄
日前，吴子熊玻璃艺术馆组织玻雕

师，赴椒江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开展
“非遗进校园，技艺有传承”活动。

步入校园里的“吴刚大师玻雕艺术
工作室”玻雕师孙亮为20多位有绘画基
础的高二学生，表演了玻雕技艺——以
透明的玻璃为“纸”，用飞转的砂轮作

“笔”，“画”出了栩栩如生、精妙绝伦的花
鸟和山水。

高二（1904班）学生李伟广，在孙亮
的悉心指导下参加了《五十六个民族，五
十六朵花》玻雕新作的雕刻。李伟广来自
临海市杜桥镇厉家村，学玻雕技艺一年
多，现已初步掌握线条雕刻的技巧和基
本的玻雕图案设计。

与李伟广同在一个班的王柯雨豪，
来自椒江区葭沚街道乌石村，从小跟着
姐姐学习绘画。在他创作的10多件玻雕
作品中，他较为满意的，一件是与老师孙
亮共同创作的《齐白石》肖像，另一件就

是新作《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这个

主题，我们计划雕刻两件完全一样的作
品。有一件已经完工，摆放在玻雕艺术馆
展出。另一件由椒江区第二职业学校的
学生制作完工，作为校园文化建设成果
展示，喜迎建党百年。”孙亮说。

该作品共雕刻了56朵花，象征着56
个民族。花的品种繁多，有百合花、梅花、
迎春花等，形态各异、姿态优美。在创作
中，师生们巧妙地运用了白描雕刻的艺
术表现手法。“我们花了一个多月才完成
这件作品。作品正面的文字用了阴雕套
色技艺，反面的花用了线条描绘的手法。
师生在雕刻时，力求雕出线条的轻重、浓
淡、疏密的关系。”吴子熊玻璃艺术馆馆
长吴刚说。

2014年6月，吴刚及其创作团队，被
聘为椒江区第二职业学校兼职教师，并
创建“吴刚大师玻雕艺术工作室”。同年
9月，他们开班授课，首批学生 15人。此
后每学期培养学生30人。

玻雕师徒合力
刻新作诠释“红色”精神

本报通讯员江文辉

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
后一公里”，日前，温岭市松门镇启动今年第一期

“乡村艺校”公益培训，通过艺术培训、文化熏陶，让
当地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公益培训带来的乐趣。

“四个十六分音符加起来是一个四分音符，
两个八分音符加起来等于一个四分音符，四分
音符就是一拍，这个是最基本的知识，还有不懂
的地方吗……”在松西村文化礼堂，非洲鼓公益
培训课开讲，老师是来自松门镇百草园俱乐部
的胡永秋，从事非洲鼓教育已有五六年。

当晚，13名学员冒雨前来听课，年龄最小
的28岁，最大的60多岁。

“根据年龄层次不同，我把音色区分开，以
节奏型的方法教他们去读，在这个过程中再教
他们边读边打，这样就可以让学员更好地接受，
他们也能记得更快。”胡永秋说。

课堂上，胡永秋从最基本的音符教育开始，
学员们仔细听讲，有些学员一边拍打着非洲鼓，
一边把知识记录在本子上。

庄礼鹏第一次参加“乡村艺校”公益培训。
他说自己很喜欢音乐，这次是父亲看到公告，让
他报名试试的。“我想通过音乐来表达感情，我

也非常享受音乐带给我的快乐。”他说。
松西村文化礼堂管理员江素莲介绍，“乡村

艺校”公益培训在该村有 4个项目，除了非洲
鼓，还有手机摄影、化妆、吉他，每个项目报名都
超额了。

据了解，“乡村艺校”公益培训一年分为两
期，分别是春季和秋季。去年举办了两期，设立
40个班，推出文化培训项目 28项，累计招收学
员 900人左右。今年第一期，该镇共开设 22个
班，招收学员 495人，培训项目包括旗袍秀、瑜
伽、手机摄影、尤克里里、书法、排舞、大合唱等
15个。

温岭松门：“乡村艺校”送公益培训到家门口

括苍山的杜鹃花已到最佳观赏期。

重新开馆的天台县博物馆。 （本文配图均由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全省画院系统书画作品展。

吴刚指导学生玻雕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