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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世渊文/摄
李建军是四川达州大竹县人，2007年，他在四

川大学攻读完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后，来到台州
学院任教。如今，他已是台州学院人文学院的院
长、教授。

既乐居台州，又在古典文献上有术业之长，李
建军自然而然研究起台州的地域文化。十几年来，
他积累了诸多与浙东学派、寒山、台州地方志等相
关的学术成果，著述颇丰。

2019 年深秋，台州市社科联委托台州学院牵
头，编撰一本全面反映台州文化的新著，由李建军担
任主编。

主编需为书本搭好骨架，并统领全局。文化的涵
义，包罗万象，文史、科教、曲艺、民俗等，都属于文化
范畴。于是，李建军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如台州学
院的胡正武、高平、杨供法等教授，台州市博物馆的
张峋、椒江区政协的王康艺等本地学者，来撰写专门
的章节。

书稿从零开始编撰，犹如万丈高楼平地起，其过
程艰苦卓绝。所幸，众人拾柴火焰高，经过两次统稿
会的把关，一次审稿会的审核，以及四五次修改，书

稿的质量得以不断提升。
2021年 4月，《台州

文化新论》由浙江
大学出版社正式

出 版 。6 月 11
日，“和合文化
百场讲坛”为
该 书 举 办 了
新书首发仪
式。

李 建 军
说，关于台州
文化研究的著

作，已有李一、
周琦主编的《台州

文化概论》和叶哲
明所著的《台州文化发

展史》等珠玉在前，这本《台
州 文 化 新 论》，则要体现一个“新”字。何以体现？
通过挖掘新史料、关注新动态、做出新判断。

挖掘新史料，即关注本世纪以来，新出土的文献
和考古发掘报告。如仙居的下汤遗址，在上世纪 80
年代，被认为距今有 4000 到 7000 年历史。而根据
2014年至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下汤遗
址的全面勘探，认定遗址的上山文化时期，距今1万
年左右。因此，书中《台州文化的孕育时期》一章，就
是从万年前的下汤遗址谈起的。

关注新动态，即此书不仅要写出厚重的历史
感，且要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台州在当下文化建
设中，往往有新的表述出现，如台州人的“四气”
（硬气、灵气、大气、和气）。2019年，台州市五届三
次党代会提出，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
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升华为台州城
市精神。文章合为时而著，这些文化的新动态，在
书中均有呈现。

做出新判断，即对台州文化提出新的创见，这是
全书的灵魂所在，其难度系数亦最高。

台州地处江南，与邻近的宁波、温州、金华等地，
在文化上有趋同性，都属于吴越江南文化。但台州又
是“一郡连山，围在海外”而成“另一乾坤”的滨海城
市，有着独具个性的地域文化特征。

李建军说，从文化质素的构成特征考察，台州可
谓儒释道三教和合，而释道更显。

这不难理解。台州是汉地佛教第一宗——天
台宗的发源地，国清寺是天台宗的祖庭。同时，唐
代道宗司马承祯曾隐居天台山修道，北宋台州籍
道士张伯端是道教南宗的创始人。佛宗道源，名副
其实。

儒学方面，宁波有王守仁为代表的阳明心学，温
州有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金华有吕祖谦为代表
的婺学。相比之下，“台学”名声，稍显不足。

从文化主体的性格特征考察，李建军认为，台州
可谓大小传统共生而硬气贯穿。

台州文化中，既有士人文化代表的大传统，
也有草根文化代表的小传统。而且，由于台州特
殊的地理条件，天高皇帝远，小传统可能还略胜
于大传统。台州大传统重节、重义、重群，却并不
绝对排斥“利”，而是强调义利兼行，这可能与宋
代浙东学派的影响有关，也与台州小传统的濡染
有关。义利兼行，正体现了大小传统的相互影响
与和合共生。

台州的士人精英与草根大众，虽有信奉大传统、
小传统为主的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性格，即

“劲”，或曰“硬气”。
晚清喻长霖在《台州府志·风俗略》中，概括了台

州各地的民风特点，如天台“劲健”、仙居“譟劲”、临
海“挚劲”、宁海“刚劲”，总之都带有个“劲”字。喻氏
分析，台州山多水多良田少，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时
代，资源贫瘠下的生存竞争压力，使得台州民众性格
整体带“劲”。这种“劲”，可用鲁迅先生所言的“台州
式的硬气”予以概括。

此外，李建军还发现，台州自古以来就是一座
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城市。秦汉时期、六朝时期、
唐宋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这四个时期，台州的人
口流动量都较大。台州府志及各县志立传人物共有
5221位，其中本籍 4096位，占比 78.45%，客籍 1125
位，占比 21.55%。客籍人士占比超过两成，其中，郑
虔、智者大师、司马承祯等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客
籍人士，可见，外来人口在台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

以上种种，仅为《台州文化新论》一书中，部分内
容的概说。书里头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内容和观点，感
兴趣的读者，不妨到书中寻觅吧。

《台州文化新论》：
对台州文化
提出新的创见本报记者林 立/文 李洲洋/摄

杨升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导演系，曾
执导国际传统武术节开幕式、全国群星奖
舞蹈大赛颁奖晚会和浙江省第十三届运
动会开闭幕式等大型综艺晚会。2004年，
他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剧组编
导。他还多次担任台州春晚以及《玉环印
象》、2018和合台州民俗文化季暨元宵主
题晚会等台州本土演出的总导演。

6月 28日晚，他担纲总导演的“永远
跟党走”台州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圆满落幕。之后，杨升接受
了本报记者专访。

以下为杨升导演的口述。

气势宏大

整台晚会，我们从 4月初就开始筹备
了。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觉得肩上的责
任重大。我从事大型晚会导演工作 20多
年了，我觉得这次执导是最大的一次挑
战。

台州市主要领导对晚会的内容提出
了要求，其中包括演出的节目要力求原
创。这无疑增加了演出的难度，也意味着
我们必须提供高品质的节目。

两个月以来，主办单位和我们的制作
团队进行了四五次大型研讨，最后确定了
演出内容。我们为演出定了四个特点，

“大”“小”“平”“真”。
“大”，就是气势宏大。这次演出的大场

面、大气魄，给社会各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个节目——歌舞《红船启航》，近

500位演员共同登场，使用了裸眼3D地屏
设施，浮现在舞台上的红船，结合演员们
的舞动，让整个歌舞的场面极富冲击力。

再说“小”，重大主题晚会更需要真情
实感，不能假大空，唯有以小见大，才能让
所有观众都投入其中。

五幕主题，始终贯穿一条感情线，回
顾我们党从哪里来，经历了哪些沧桑，做
出了哪些改革，将去向怎样美好的未来。

党是一个伟大的概念，组成伟大的党
的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党员，我们就抓住
这个切入点，以小见大，点、线、面结合。

比如我们讲述郭口顺的故事，一个人
一辈子一件事，展现他作为老党员的强大
精神。比如《一封寄不出去的信》，讲述大
家耳熟能详的脱贫英雄的故事。这是一个
党员的故事，但是以小见大，从中可见我
们党为了人民谋福祉的初心。细腻的情
感，让现场许多观众动容落泪。

《英雄颂》这个节目，表达了作为英雄
的个人，也有普通而真挚的情感。“平”和

“真”，才能让宏大的叙事打动人。

人人奉献

宏大叙事不是凭空来的，这次晚会的
成功，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共同促成的。

从6月25日一直到演出日，所有演员
每天都要到台州体育中心的网球馆进行
彩排。那几天白天炎热，晚上下雨。我们要
抢时间，抓紧排练流程。无论暴晒或下雨，
演员们都坚持了下来。

他们中有7岁的孩子，也有90岁的老
人。演员们从早上 8点开始，一直排练到
晚上 10点多。我们的舞美、灯光、音响等
部门人员，经常通宵在场地调校。

这两个多月，大家就像战友一样，日
夜奋战。

我特别要感谢台州各大院校、合唱团
队、民间社团，他们组成了近2000人的演
出团队。

我们向各大院校、社团招募了许多演
员。有的人之前是零基础的，没有舞台表演

经验。时间紧、任务重，组织2000人的团队
排练，要达到晚会创作要求，压力很大。

然而，所有演员不计个人得失，利用
业余时间来排练。从排练到演出，很多人
默默忍受个人困难，从不喊苦喊累。

比如说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参与了 7
个节目，排练任务比较重，该校的翁闵老
师在排练时扭伤了腰，还坚持带队排练；
台州学院的林月娴老师，要带领300余人
的舞蹈团队排练，有条不紊；台州广播电
视大学的朱绍华老师，快到退休的年龄
了，从没缺席过排练。

所有院校的同学们也任劳任怨，最后
呈现的节目，像《垦荒之魂》《亭旁烽火》
等，才会那样震撼人心。

让我特别叹服的是饰演解放军战士
的台州广播电视大学学子。他们都是学理
工的男生，报到第一天，很多人连基本的
音乐协调性都没有，气质上也不像军人。
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他们登台表演《当
年一江山》时，看到他们端起枪，昂首前进
的气势，我感觉他们真的就是冲锋在战场
上的战士。

还有梁颖、莎莎两位老师带领的模特
团队，始终保持着饱满的精气神，让人感动。

这次担纲两个语言类节目的台州人

艺话剧团，他们把营业时间都让给了排练，
那是实打实地把个体收益放在一边了。该
话剧团女演员项丹妮，在《英雄颂》中扮演
孩子母亲。因为当晚有小雨，地上的地屏很
滑，她上场就滑倒了，当时就扭伤了。但是
直到演出结束后，她才告诉我们要去医院，
演出时谁都没发现她受伤了。

诗朗诵节目《启航新征程》，林海蓓、
张于荣两位作者耗费了极大的精力创作
这首诗，同时还召集了很多文字工作者共
同商讨，逐句逐字去调整，直到表演前一
天还在修改、完善。

这首诗是晚会的压轴节目，大家竭尽
全力，力求呈现诗歌带来的力量。

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他们的付出很难
被大家看到，但我还是要诚挚地对他们表
示感谢。他们负责为电力、场地、灯光、特
效、舞美、音乐、安全、后勤、通信、消防、医
疗、电视网络直播等各方面工作提供保
障，大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担起了让晚
会成功举办的重任。

这次台州市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文艺演出，是 660万台州儿女
表达对党的感激之情，是台州向全世界展
示这座城市的形象。从结果来看，我们做
到了。

——专访“永远跟党走”台州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总导演杨升

每一个参与者，都见证了百年华诞

本报记者彭 洁文/摄
如果一定要说布袋山景区有什么缺

点的话，那么路程太远，绝对是排名第一
的。驾车从椒江城区出发，将近 60公里，
要开近一个半小时。但走进这个隐没在大
山深处的景区，你会发现，路途的遥远，也
许是为了让你与山水，更深情地相拥。

一

布袋山景区位于黄岩西部的屿头乡，
坐落于长潭水库与括苍山米筛浪之间，由
山水画廊、中国传统村落、梦幻溪、忘忧
谷、叠翠屏观光区和布袋山漂流六大景区
组成。其中的“中国传统村落”，指的便是
布袋坑村。

相传，唐末明州奉化僧人布袋和尚（弥
勒佛的化身）曾游方至此，并在此布道，信
众颇多。后来，村民们便将此处的村庄改名
为布袋坑村。而布袋山，则山以村名。

游览布袋山景区，有两条线路。一种
是自山水画廊往上爬，直至布袋坑村，再
坐停在村口的景区交通车下山；另一种是

将车顺着山路直接开至村口，再往下走山
水画廊。我选择了第一种游览方式，说实
话还挺累。据村民说，往下爬，也就是选择
第二种方式会轻松得多。

布袋山山水画廊成人票 50元一张，
再加 10 元的玻璃栈道观光券（必须购
买）——凭这张票可以免费乘景区交通车
上山下山。

检票，进山，爬过连续的几级台阶，入
眼便是满目葱茏，清泉翠林……

山水画廊沿线有 12个景点：雄狮护
谷、双龙戏瀑、牯潭秋月、壶中乾坤、苍山
云影、九天凝碧、老僧听泉、飞阁流丹、廊
桥蕙风、鼎湖秀色、弥勒朝圣、桃源人家，
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许是我太纵情于这山水之间，没有留
意到“雄狮护谷”，总之当注意到景区的指
示牌时，我已经站在了双龙戏瀑的景点
前。在妩媚的青山间，无端生出了两条飞
龙般的瀑布，一条粗一条细，又在潭口纠
缠在一起，灵动而飘逸，哗哗的水流声也
无比悦耳，更消散了炙烤着山林的热气。
据说，在这山水画廊，有大小瀑布 10 多
处。除了两瀑相缠的“双龙瀑”，还有飞流

直下的大瀑布、四折相接的“四折瀑”。
从丹崖悬岩、亭台水榭和苍山碧潭之

间穿过，再走过栈道吊桥，便走到了景区
打造的玻璃栈道。但要走上这玻璃栈道，
要先费力爬上一个几乎成 90度垂直的台
阶，颇为陡峭，所以不要抬头，一步一步踩
踏实了往上爬。玻璃栈道更多承载了继续
往前通行的作用，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特
别之处，不过在这里倚着栏杆往下看，正
是观赏景点壶中乾坤的最佳位置。

山谷之间，因地质运动凹出一方幽碧
的水潭，山石之上倾泻下一条白练，与水
潭连成一体，如一把玉壶，朝显寸寸日光，
夜映盈盈月光，周遭草木繁茂，蔽山成林，
正所谓“‘壶’虽小，自有乾坤大”。

“苍山云影”，可真是个动听的名字。
站在此处眺望远方，满眼的绿，清风拂面
而来，似乎连呼吸着的空气也成了透亮的
绿。在这山水画廊，所有的景致会随着季
节轮转而尽显不同。细雨蒙蒙的春日是苍
翠欲滴的美；炎炎夏日是纯净的美；红叶
落满地的秋日又是萧瑟的美；到了冬日，
我想，便是一种安宁的美吧。

而这种美，得益于布袋山景区高达
98%的森林覆盖率，除了参天大树，这里
还生长着上千年的红豆杉，三友同根的黄
檀、青冈栎、檵木，稀有竹类品种“黄金嵌
碧玉”等。

再走上一阵子，看到山坡上挂着一排
红灯笼的廊桥，便要走进那古老的布袋坑
村了。

二

南宋岳珂有首《布袋和尚颂》：“行也

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
这种洒脱淡然，确实很符合布袋坑村的
气质。

布袋坑村，村口小、里面大，如同一只
扎了口子的布袋。走进这座群山环绕之中
的村庄，抬眼望去，湛蓝天幕的白云如絮
就似要落下，溪水、古桥、青苔石阶、石墙
木屋、苍山蔽日、鸡鸣狗吠，还有或不紧不
慢做着农活，或索性悠哉地聚在一起打牌
的村民……村庄的一切自有一番“心远地
自偏”的豁达与安和。

自 2013年开始对外营业，如今，这里
已经是一个集游山玩水、吃农家菜、住农
家屋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2017年，
布袋坑村还被评为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
精品村。

一进村口，就可以看见以一排两层的
灰瓦老房子，是一处可以让游客坐下来歇
歇脚，顺便填饱肚子的地方，名为“布袋农
庄”。菜品价格表就贴在门外墙上，据老板
介绍，胖头鱼、溪鱼、溪坑螺蛳、土鸡，还有
自家做的卤水豆腐是农庄的特色农家菜，
价格也不算贵，胖头鱼 120-150元、螺蛳
25元、土鸡150元、豆腐20元。荤素搭配，4
个菜一百多元就能吃饱啦。

对了，到了布袋坑村，怎么能不带一
袋名声在外的布袋坑馒头走呢？据说，布
袋坑村现在有5家馒头店，一天要卖出几
万只馒头。村里人也说，这里的馒头好吃，
是因为水源甘甜清冽。那白白胖胖的馒
头，松软却有嚼劲，清甜又饱含面粉原本
的清香，咬上一口便让人欲罢不能。

饱了山水的眼福，满足了农家菜的食
欲，再拎走一袋美味的馒头……这一趟，
可真是愉悦。

黄岩布袋山：与山水相拥

歌舞《当年一江山》

歌舞《垦荒之魂》

李建军来到台州以李建军来到台州以
后后，，便着手研究台州的便着手研究台州的
地域文化地域文化。。

布袋山景区

布袋坑村 布袋农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