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王佳丽文/摄
夏季的日落在一年四季里是最好看

的，群山之上熔金般的落日会将火一路
烧至头顶的云，直到残阳隐没，山也藏入
朦胧暗流的夜霭里，眼前的风景变得模
糊。这是在夏季的傍晚，我们站在河边常
看到的风景，在日落的方向，在河对岸的
方向，便是桃江十三渚风景区。

开门见山

在临海桃渚，高高低低的山不少，最
出名的有两处，一处是白岩山火山遗迹
区，另一处是大堪头的“珊瑚岩”石柱。它
们的诞生都源自中生代白垩纪晚期的火
山地质运动，彼时轰轰烈烈
的火山喷发塑造了它们
的原始模样，又在
沧桑演变中成就
了它们如今的
自然风貌。

夏 日 虽
是看日落的
好时节，却
不 是 爬 石
柱 峰 的 好
时节。入园
处的樱花和
迎春花在三
月已经落尽，
园内的橘子林
尚且青涩，映入眼
帘只有满目的苍绿。

低头看路，抬头看
峰，不多时便攀到了高处。站
在石柱峰上，眼前风光宛如“大渚小渚落
玉盘”，远山苍茫，水白稻青，用俯瞰的视
角观赏这片再熟悉不过的土地，“桃江十
三渚”长久以来吸引人的田园魅力一览
无遗。

来这里自然是要看峰的，而看峰最
适合远观。这里有几个有名的峰头——
仙螺岩、玉壶岩、将军岩等，不必刻意寻
找，就会在出现在眼前。造物者的垂青雕
琢了它们独特的模样，横看成岭侧成峰，
在山林间穿行，换个角度，再抬头看峰，
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而爬临海大火山，最好的时间是清
晨。若是在春天的清晨，你还会在景区入
口的山上邂逅殷红的杜鹃花。

晃悠悠地从山底爬到山顶，需要半
个多小时，沿途的风光虽然是浙南山林
一贯有的虫鸟花木，但靠近山顶处，你便
会眼前一亮。眼前的这些石柱仿佛人工
开凿一般，或直立或倾斜，层层叠叠，整
齐有序地组成了这万柱石林。大堪头附
近还有个“珊瑚村”，便取自山上的“珊瑚
岩”——人们将这些灰白色的五边形六
边形的石柱想象成海里堆积的珊瑚。

最动人的风光往往需要攀到顶峰，

升起的太阳将对面的山体照得明净翠
绿，坐在亭内眺望对面的山头，只见眼前
千岩竞秀，朝晖满地，不禁感到蔚为大
观，心旷神怡。

曾经沧海

这次到龙湾海滨，来得极巧，刚好赶
上海水开始上涨。坐在听潮亭内，眺望海
天相接处，观赏了涨潮的全过程。

还未涨潮时，眼前是裸露着的 52万
亩海涂，海涂上是海水冲击留下的波浪
纹，游客在海涂上试图“寻宝”。接着，潮
水开始涨起，像是无数只振翅欲飞的蝴
蝶牵着银色的丝线向岸边翻涌而来，又
仿佛是无数浮动的光点。没过多久，潮水

从天际涨到了眼前。
在听潮亭内，遇到两位从
杭州临安来的中年人，带着

一小孩。说起临安的湖光
山色，对方很是自豪，

唯 独 有 一 点 遗 憾 ，
“临安少了点海”。

海有多重要？
就是多了这片海，
让我作为桃渚人
出门，总是自带一
丝“凡尔赛”的傲
慢。即使别处的山
山水水再美，都有一

种“ 曾 经 沧 海 难 为
水”，他乡的景色我可

瞧不上的底气。
赶海，是当地人的基本

操作。龙湾海滨不远处的红脚
岩，就是赶海的绝佳场所。
在红脚岩，你可以收获最新鲜

的小海鲜，如小海鱼、蛏子、辣
螺、螃蟹、八爪鱼等。杂七杂
八地捡上半天，就能烧上
一大锅。有一年，家人赶
海拾了许多辣螺。将辣
螺敲碎，放上葱姜蒜清
蒸，这又冲又“辣”的
滋味着实上头，很是
下饭。

不过，要想踏沙观
潮，还是要回到龙湾海
滨。这里拥有细腻柔软的
沙砾和宽阔平坦的海滩，可
以满足你对海边嬉戏的所有幻
想。

海湾有北沙滩、南沙滩、朱门沙 3处
沙滩。其中，被团箕山与开地山两座山规
规整整地合抱在怀中的北沙滩是最大
的，也是游客们最常去的沙滩。在海边散
步，踏沙拾贝，感受咸咸的海潮味，或是
浸入海中感受海浪的冲击，在这里，你可
以尽情拥抱快乐。

在这里，你同样能够感受到那场
8000万年前火山地质运动带来的痕迹。

开地山头一侧的海边礁石有古火山熔岩
流纹构造与火山球泡，沿着另一侧观海
游步道前行，步道下的海岸礁石上长满
了足以令密集恐惧症人群惊恐万分的贝
类。在步道上穿行，你会遇到玲珑岩、龙
女洞、鳄鱼岩等海蚀自然景观和火山地
质景观，走到最远处，便可抵达天门峰。

海岸、礁石、滩涂、洞窟、石崖……碧
空玉水，绕山弄影，一切显得天作之合，
恰如其分。

一隅古城

在桃渚长大的孩子，没有
人不知道桃渚古城和戚继

光抗倭的故事。每年元
宵节过正月十四、中秋

节过八月十六的约
定俗成，以及节日里
吃的金团和糟羹，
总会一遍遍地提醒
着我们过往发生的
故事。当然，还有一
座偏于一隅的古城，

用另一种方式凝固了
一段历史。

即使是桃渚长大的
孩子，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桃

渚城几次迁城的历史。一次从“下旧
城”迁到了“中旧城”，接着从“中旧城”迁
到了“上旧城”，“上旧城”也就是如今保
存最为完整的桃渚古城。作为抗倭的前
沿阵地，桃渚城的两次迁城都与倭寇袭
击抢掠以及毁城有关。直到戚继光调任
台金严参将，重新整顿台州海防，桃渚城
作为重要海防卫所，又坚固地屹立于东
海之滨。

桃渚古城不算大，城墙也不算高，古

城的周长约1400米，城高平均4.5米，东、
南、西三个城门及其瓮城保存完整。从东
城门进，城门口坐着一群树下乘凉的老
人，护城河在他们眼前静静流淌，看起来
很是清闲怡然，与这座没怎么被商业开
发过的古城的气质十分融合。

在城内走上一圈需要一点时间，因
为有许多值得细看的古建筑，如财神庙、
关公庙等，还有一些古宅，如柳氏、郎家
里、郎德丰等，仔细打量这些古宅的廊柱
檐头、台门窗头，你会发现上面雕刻着灵
动流畅的人物花鸟图案，配合着砖墙黑
瓦，充满了古朴厚重的历史感。

在后所山的山腰上，有一座始建于
明正统初年的天妃宫。以前，附近的年轻
姑娘还会到这里求问姻缘。在天妃宫的
侧面有一座 1994年修建的天后宫，天后
宫后有一元末明初时期的石柱天灯，据
说四佛经天灯彻夜长明，可为渔民指引
方向。

登上城墙，沿着城墙环绕一周，似乎
一脚踩进了几百年的历史里。后所山上
还保留着明代“镇海”“眺远”两块摩崖石
刻，虽是后世重刻，依然展示了桃渚厚重
的文化底蕴。再来到东敌台眺望远方，东
敌台是桃渚城的制高点，登上瞭望台可
望见“桃江十三渚”的秀美风景。

如今，城墙上已长出许多青苔绿植，
樟树、松柏等自由生长，松鼠穿梭其间，
墙头的空缺处甚至还有人种起苋菜和芋
头。那段金戈铁马、烽火燃烧的岁月已经
成为过去，留下如今城内一片安详平和
的岁月静好。

古城不是完全封闭的。据当地人说，
农历每旬四、九日是城外市集，每旬二、
七日是城里市集。每逢市集日，人们可自
由出入古城，城内很是热闹繁华。

既是偏于一隅，也是尘中桃源。

桃渚山海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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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惠民 共建共享

诗与远方的邂逅诗与远方的邂逅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日前，记者获悉，在 2021世
界合唱节线上合唱比赛中，市
文化馆阳光合唱团首次参赛，
一举捧回成人组、乐龄组的两
个银奖。

据悉，由世界青少年合唱艺
术家协会主办的“世界合唱节”，
是全球合唱界备受瞩目的一项
大型合唱比赛与交流活动。本届
合唱节，共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
区的 200多支合唱团参赛，40余
名国际评委参评。

阳光合唱团创建于2015年，
是台州市文化馆馆办团队，从最
初的 3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近百
人，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涵盖老
中青不同年龄层。

在该馆声乐干部陈贞旭的
指导下，合唱团拥有专业声部配
置，一直接受音乐基础知识的学
习和声乐发声训练，坚持每周有
排练、每月有集训、每年有汇演。
近年来，这支群众文艺队伍在全
省职工合唱大赛等省级、市级赛
事中崭露头角，去年还成功入选
市文艺名家（名团）展演工程，举
办五周年专场音乐会。今年，合
唱团再次出征，首次挑战世界级
合唱大赛。

陈贞旭介绍，4月下旬，阳光
合唱团决定报名参赛。为了让每
个成员都有挑战的机会，合唱团根据团员年龄报名参加
成人组和乐龄组。

陈贞旭根据两组的综合实力，精心编排参赛曲
目。成人组演唱《大江东去》《菊花台》，乐龄组则准
备了《红旗飘飘》《菊花台》。她介绍，后两首是合唱
团的拿手节目，成员已多次登台表演，积累了丰富
的舞台经验，“新排的《大江东去》作品讲究技巧性且
有音乐张力，是一首非常适合参赛的歌曲，也是我们
的新挑战”。

完成报名后，留给合唱团排练的时间不足一个
月。团长许慧飞说，为了比赛，大家放弃了周末、五一
假期的休息，全心投入排练。低声部部长徐迪靥说，
阳光合唱团拥有男高、男低、女高、女低四个声部，每
个声部配有两个声部长，“每个声部部长监督成员
们加强训练，每天上传训练视频作品到微信群，接
受检查”。

“这次比赛大家斗志昂扬，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展
示最好的风采，为台州争光。”许慧飞说。

5月 16日，合唱团正式录制参赛视频。这场线上比
赛，要求参赛视频必须为今年新录制，且不允许做任何
后期剪辑，真实呈现现场的状态。

录制当天，团员们打起十二分精神，争取录视频一
条过，尽可能保证呈现最佳效果的演唱作品。视频中，伴
随着钢琴伴奏的优美旋律，两组依次演唱了参赛曲目，
富有层次的和声表现力，借助音乐传递的细腻情感，表
现可圈可点。

经过首轮线上甄选后，阳光合唱团获得进入第二阶
段线上点评的资格。中国合唱协会副主席、中国高校合
唱委员会主任任宝平教授认可合唱团的综合实力，尤其
在表演中，成员们展现的自信乐观的态度，让他印象深
刻，“合唱节中，群众队伍参赛并不多见。听说你们坚持
了多年，全员接受科学化的声乐训练，这一点非常值得
肯定，希望你们越走越远”。

得知两个参赛组双双捧回银奖，陈贞旭欣喜地表
示，没想到第一次参赛，就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每一
次成绩，都是对我们实力的肯定。展示团队风采，推广合
唱艺术，是我们成团的初衷”。

徐迪靥骄傲地说，得知成绩，团员们都非常振奋，
“合唱团成立六年来，经历了不少挑战。出于对合唱的喜
爱，还有团队精神，我们一路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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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近日，“迎建党百年 享美好
生活”红色主题雕塑大展在市文
化馆诸子空间正式开展。此次活
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文
化馆、省雕塑学会、市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承办。

开展当天，雕塑展还以线上
直播的形式展出。浙江省文化馆
民间艺术指导中心副主任（主持
工作）陈政化身解说员，为观众
科普雕塑知识，讲述展品背后的
创作故事，吸引更多人参与感受
红色文化。

据介绍，此次共展出约50件
雕塑作品，涵盖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至2021年的百年奋斗史，
集合了老中青三代雕塑家，业界
专家、学院派人士、传统民间艺
人等多个文艺群体，用各自的创
作理念、雕塑技艺，为台州市民
呈现了一场全新的红色视觉艺
术盛宴。

展览分为“程允贤先生雕
塑”“特邀专家雕塑”“青年优秀
雕塑”三个板块。作品题材多样、
技巧不一，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史上的伟大领袖、革命先驱、优
秀党员、爱国志士、重大战役、历
史性转折会议等主题进行艺术性表达，承载了深厚的民
族记忆和精神内涵。此次作品展也是当代雕塑艺术与数
字科技结合的实践，凸显了当代青年雕塑艺术家对红色
题材的关注。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7月 26日，感兴趣的市民
可前往市文化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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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 婧

黄精生长在五百米以上的高山上，
又称山黄精。西晋张华《博物记》有记载，
昔黄帝问天姥曰：“天地所生，有食之令
人不死者乎？”天姥曰：“太阳之草名黄

精，食之可以长生。”这是有关服饵黄精
的早期记载。

天台山山高林密，水清土肥，得益于
独特的地理环境，天台山的黄精名扬中
外。黄精平安竹，是天台的餐饮工作者以
本地产的黄精为主要食材，开发、改良的

药膳，入选了天台县“百县千碗”获奖菜
品名录。

黄精历史源远流长

黄精，又名老虎姜、鸡头参，根据原
植物和药材性状的差异，可分为姜形黄
精、鸡头黄精和大黄精三种，其中以姜形
黄精质量最佳。

据《五符经》，“黄精获天地之淳精，得
坤土之精粹”。汉朝的《神农本草经》、明朝
的《本草纲目》和清朝的《青阳县志》中，均
有其作为药膳食补功效的记载。《神仙芝
草经》云：“黄精宽中益气，使五脏调良，肌
肉充盈，骨髓坚强，其力倍增，多年不老，
颜色鲜明，发白更黑，齿落更生。”

晋代道家极推崇黄精，东晋道士医
药家葛洪在《抱朴子·仙药》中说，黄精

“服之十年乃可大得其益”。到唐宋，服食
黄精者多了起来。

至现代，黄精作为一种名贵中药，多
用于改善阴虚劳嗽、肺燥咳嗽、脾虚乏
力、食少口干、肾亏腰膝酸软、耳鸣目暗、
须发早白、体虚羸瘦、风癞癣疾等。

天台山“九蒸干”

药膳“黄精平安竹”的制作要诀，在

于原材料黄精的处理。
天台温泉山庄厨师长刘存昶介绍：

“刚采掘的黄精，样子有点像小生姜，我
们要做‘九蒸九晒’的处理。山区农民说
的‘九蒸干’，其实就是传承了 2000多年
的黄精制作工艺。”

精选地道的天台山野生黄精，采用泉
水润药，用柴火土灶蒸制九次，天然阳光
晒干九次，反复18道程序蒸晒制得。“一批
黄精，前期处理少则十天，多则需要半个
多月，因为天气对黄精的蒸晒影响很大。”
刘存昶告诉记者，最适宜黄精制作的季节
是夏季，“夏天天气干燥，太阳大，比较容
易晒干，九蒸九晒的步骤紧凑，补气去涩，
更能增加黄精的药用功效。”

黄精从姜土黄色蒸晒至黑里透红，
嚼上一口，油润软糯，苦中带甜，口感非
常奇妙。

“这道黄精平安竹，以黄瓜搭配黄
精。一方面，黄瓜的水分比较多，可以中
和一下黄精的药材味道；另一方面，黄精
辅以黄瓜造型后，有‘平安竹’的吉祥寓
意，象征着节节高升。”刘存昶说。

他介绍，除了这道“黄精平安竹”，
也有不少食客会直接购买黄精，单独
食用或者泡茶、泡酒、炖汤，“黄精的
药用价值很高，是可以当作零食吃的
膳食”。

黄精平安竹：九蒸九晒好药膳

黄精平安竹黄精平安竹

临海大火山“珊瑚岩”

桃渚古城的瓮城。

在红脚岩赶海的收获在红脚岩赶海的收获

桃渚抗倭陈列馆龙湾海滨

从石柱峰眺望从石柱峰眺望““桃江十三渚桃江十三渚””

看峰最适合远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