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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文化示范区 共享文化幸福感

文化先行文化先行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70后天台民警范志超有一个坚持
多年的爱好，那就是书法。

近年来，范志超的书法作品多
次在全国、省、市级专业比赛及展
览中获奖（入展）。他还是方正字
库马王堆帛书的书写者。去年，
他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隶书委员会
委员。

“在云雾缭绕的书法路途中，
选择自己想走的方向，以先秦文字
为依托，与古人对话，发奋临习，渐渐
形成个人特色。”这是天台县书法家协会
主席孙新龙对范志超多年艺术求索道路的评价。

一

受家中长辈影响，范志超自小就拿笔练字，从唐楷诸家入
手，后攻行草。幼时的他就已经展现了一定的书法天赋，只要临
习字帖几遍，很快就能拿捏字体的美感。

1992年，范志超考入杭州出版学校。他报了书法选修课，教
课的是陆俨少先生的弟子夏春明老师，范志超跟其潜心学习书
道三年有余，书法技艺大有精进。

中专毕业后，范志超回到天台参加工作，研习书法成为其素
日自娱自乐的一大爱好。2004年，他成为天台县书法家协会会
员。彼时，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大困惑，也是多数学书者必将面临
的，就是寻找不到个人的研习方向。

好在范志超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不少亦师亦友的书法同行，
助力他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道路。

2014年，在一次书法交流活动中，范志超结识了山东书法
家杨雯，在其建议下，他开始主攻隶书和篆书。

他开始大量临摹《张迁碑》《石门颂》《大盂鼎铭文》《散氏盘
铭文》《毛公鼎铭文》等名碑，从而尽快领悟与掌握临习要领，从
中获益良多。

2017年，范志超无意中了解到台州市王波书法名家工作室
正在招募学员。他拿着自己的作品去面试，最终被招进了高研班。

习字是非常枯燥焦虑的过程，多写多练多临摹是不二之法。
范志超每天都会坚持练习书法一到两个小时，周末没有工作安
排就在书社闭关，千字文《道德经》《曹全碑》，会一气呵成写上十
多个小时。借助王波名家工作室等平台，范志超有更多机会与各
界书法家交流探讨，取长补短，不断进步。

在接触诸家隶篆书体期间，范志超开始涉猎简牍帛书的书
法，这也是众多希望在继承传统书法艺术上有所创新的书法家
的选择。

上世纪，在湖北、湖南、河南之楚国故地出土了大量的帛书。
“比如，马王堆帛书书法是已失传千年的古文字，这种字体总体
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范志超说。

如今，大批帛书被整理出来，《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法经》
等均已有平装本问世，抄写的书体风格各不一样，字体分为篆、
隶。范志超就把字帖买回去，反复揣摩、临习。

久而久之，范志超开始尝试原创，其书法也跨出了“临摹性”
之后的丰富与多样。

二

从2018年开始，在王波、范振海、孙新龙等多位书法名家的
鼓励下，范志超尝试以赛代练。

让他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两场国展的“试练”经历，也是他成
为中书协会员的“敲门砖”。

第一次是2018年，范志超凭篆书《桃花源记》入展全国第三
届篆书展。

对于首次备战国展，范志超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足足筹备
了好几个月。他在书风、形制、工具的选择上进行了很多尝试，设
计了四五个形式。一幅作品300余字，每次都要伏案书写五六个
小时。每月去椒江参加王波名家工作室书法培训课的时候，他都
会捧着作品，虚心听取王波、郑聪宾等书法名家的意见和指导，
回去后再反复修改。最终，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第二年，他又报名了“书圣故里·中国临沂”中国书法临书大
会。这次，他选择挑战汉简帛书法。

在诸多帛书文献中，范志超很快选择了马王堆《老子乙本》，
创作内容为《朱子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原来，范志超的爷爷曾亲自书写这段治家格言，并将其悬于
家中墙上，以此警示子孙后代。范志超在书写的时候更流于性情。

最终，他的隶书作品获临书大会综合评审第 34名，并与大
赛支持单位方正字库签约，成为字库马王堆帛书的书写者。

范志超花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书写工作。为查找合适的替代
文字，他翻阅多部典籍，创作中加入了摩崖隶书的元素，用笔沉
着、风神古朴，与金文一脉相承。马王堆帛书字库共计一万多字，
以简体隶体入书，将于近期正式上线。

将比赛压力转换为动力，范志超的书法技艺实现了质的突
破。去年以来，他的篆书、隶书作品又入展了第九届浙江省中青
年书法篆刻展、浙江书法篆刻百家展等省、市级书法展，这些成
绩让人刮目相看。

在范志超看来，展厅就是书法家的舞台，展览作品要精心制
作。他同时也意识到，书法要走进千家万户。作为天台县书协的
老会员，范志超每年都会积极参加县书协组织的书法公益活动。
去年，他正式成为王波书法名家工作室的成员，他也将为新学员
教授书法，希望让更多人感受传统书法的魅力。

范志超：
保持新人姿态
追求拓古出新

本报通讯员章 琳

12月 10日上午，包含高空飞行、袜城解密、龙穿
峡“夺宝”等沉浸式情节的浙江首场文旅剧本杀直播

“白鹤遇仙”，在天台县白鹤镇进行。
据介绍，此次活动以白鹤镇“刘阮遇仙”传说为故

事蓝本，将刘晨、阮肇“上山采药遇仙子、桃源结亲传
佳缘”的爱情故事，穿插在剧本杀的各个环节，通过趣
味性、挑战性的体验设计，以剧情牵引直播走向，在游
戏互动中展现白鹤的美景、美物、美文，共吸引 2300
余万人次在线观看。

根据剧本情节设定，三位网红主播在白鹤国际袜
业城通过创意袜子秀、主播才艺秀、宝藏搜寻秀、袜子
竞拍秀等环节，直播推介袜业城并帮助袜城主播出售
商品。在宝藏搜寻秀中，三位网红主播边搜索边向网

友展示袜城内琳琅满目的货品，比如女生喜欢的防狼
袜、INS风中筒袜、彩虹长筒袜，男生喜欢的字母篮球
袜等。白鹤国际袜业城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浙江
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浙江省四星级文明规范市场，
致力打造集商贸旅游、电子商务、文旅体验于一体的
现代化商旅综合体。

通过在白鹤国际袜业城获得的情书线索，主播一
行详细了解刘阮传说爱情故事，并踏上第二站九龙山
冒险寻爱之旅。在白鹤九龙山国家航空飞行营地，三位
主播在“飞行员”的带领下，一起举枪防御“外敌”，在

“枪林弹雨”中挑战520米高空飞行。热气球、滑翔伞、
动力伞齐齐升空，徜徉在风中，眺望脚底下的美景，体
验追逐云端的愉悦。

到了龙穿峡景区，黑衣武士山林追击、“徐霞客”
单挑天龙派等环节，也吸引了不少人气。不少网友在

线表示，有机会一定要来白鹤镇看看，按照主播走的
路线玩上一遍。

天台县白鹤镇旅游资源丰富，拥有龙穿峡、桃源
春晓、万年寺、万马渡等知名景点，现有国家AAA级
景区2个、省A级景区村28个。境内山水秀丽、文化底
蕴深厚，拥有“刘阮传说”、皇都南拳、左溪花鼓等 10
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次，该镇大胆创新，将剧本杀和直播两大受年
轻人喜欢的沉浸式娱乐方式相结合，串联起高空滑
翔、国际袜业城、龙穿峡三个景点。白鹤镇党委书记徐
威表示，该镇作为“刘阮遇仙”传说发生地，近年来一
直致力于擦亮“白鹤遇仙”旅游金名片。本次活动是一
次新的尝试，接下来，该镇将进一步深化文旅融合，找
出疫情防控和旅游发展并行的新路子，全面挖掘镇内
文旅发展新潜力。

浙江首场文旅剧本杀直播“白鹤遇仙”在天台举行

本报记者王佳丽文/摄
台州的四季分明，这对我来说很是不错。若是一

个地方终年盖雪，或是四季常青，美则美矣，却少了几
分惊喜。想象一下，如果没了冬日里灰簇簇的枝头，春
日里脆生生的嫩芽，那么，谁能证明冬的离去，谁又能
证明春的到来呢？

而住在台州，就不必有这种“单调”的烦恼。甚至
在同一个季节里，你可能会遇见院子里的桂花盛开，
人行道上的银杏金黄，古道上的枫叶如火，括苍山顶
的雾凇晶莹。即使是再冷的冬天，留给台州的风景，也
有仁慈的永不衰败。

临海：说走就走，去看红叶

去看红叶的计划很快就定了下来，可惜我们紧急
赶慢赶，却还是来晚了些——红叶已落成满地枯叶，
只剩下寥寥几棵树还依旧火红。和我们一样“迟到”
的，还有古道上那些“闻色而来”的游人们。

茶辽古道不缺“客人”，所以它有理由“有恃无
恐”。自宋代以来，茶辽古道便是温台通往绍杭的必经
之路，已有千年历史。有了路，便有了生意。旧时，有人
在此设茅屋为过路行人提供茶水为业，于是“茶寮”的
名字便叫开了。到了宋嘉定年间，郑虔第二十二世孙
郑养晦游经茶辽，发现此地环境清幽，风光甚美，决定
举家搬迁至此，茶辽村从此兴盛。

古道的路不是天然生成的，古道旁的树木也不是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枫香、马尾松、黄连木……这些古
树的树龄在一百年至五百年之间，是茶辽村的先祖和
脚夫们一棵棵种下的。如今，每年到了十一二月，枫叶
和黄连木叶开始发黄变红，松树的松针也转向深褐
色，茶辽古道开始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沿着古
人曾经走过的石砌步道缓缓而上，阳光从树的缝隙中
散落，将叶子的红色变得更加艳丽，将黄色变得更加
纯粹。树叶红黄相间，竹林郁郁苍翠，层层叠叠，形成
色彩斑驳的秋日风光图，煞是好看。

唯一要提醒的是，在流连风景的同时，还要留心
脚下的危险。古道的石头在千百年的时间里，经过摩
擦、侵蚀、冲刷，经常踩踏的部分已十分光滑，而枯叶

在冷风的加持下变得又干又脆，被路人踩碎后的残渣
和粉末成了“助滑剂”，如果不注意，就容易摔跤。

有的红，红得灿烂；有的红，红得深沉。步入红杉
林中，抬头看去，水杉的叶子犹如一片片烟红色的羽
毛有规律地铺在天空的画布上，仿佛列维坦笔下那些
极富诗意的情绪风景画。

台州有好几处欣赏红杉林的地方，这次我们去了
临海江下渚的红杉林。

江下渚红杉林的位置隐秘而又坦荡——找到它，
需要穿过荒废的道路和房子；在它的斜对面，便是繁
华喧闹的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连接两者的是平缓的
灵江。

周末，天气晴朗，林中散步的游人和前来采风的
摄影师不少。在红杉林起点的路上，有人用大音箱放
着震耳欲聋的音乐，路过的游人也有接过话筒吼上几
声的。

江下渚的红杉林种植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如
今，树木成林，这里也成了人们暂时逃离现实生活的

“城市密林”。我们走着走着，说起了古人曾说的“前人
种树，后人乘凉”。昔日种下的水杉成为独特的风景，
既能净化空气，又能供人观赏。那些前人种下的古树
不仅让曾经跋山涉水的旅人得到荫蔽，祖先的馈赠又
留给后人别样的“财富”——为如今慕名而来的游人
提供独一无二的风景，也让村民在山脚下摆起摊位，
做起了旅游生意。

仙居：春水新涨，去寻春光

汪曾祺在《岁朝清供》里写道：“我所谓的‘清香’，
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好想尝
尝。”“新涨的春水”该是什么气味？我的脑海里浮现起
仙居下各镇西六村的坑河。

我们去的时候是阳春三月，和煦的暖阳将绿植和
野草的阴影照在水面之上，形成沟坑里的一半明亮，
一半阴暗。柔顺的水草就伏在沟坑之中，顺着水流“油
油的在水底招摇”。那水草的绿，是一种介于鹦鹉绿和
玉髓绿之间的颜色，正是让人发馋的颜色。

“水”是西六村的灵魂，也是西六村人的生活主
角。西六坑的发源地便在西六村，家家户户门前设有

沟坑，流经村内的坑
河有 6000米，滋润
了 整 个 村 庄 。这
些沟坑曾是排放
生 活 废 水 的 容
纳所，经过重新
规划和整治，坑
河再现清澈。除
了坑河，得到改
造的还有鹫峰湖

的荷花池，曾经的
臭池塘和猪舍变成

了 别 有 风 情 的 荷 花
池，成为远近闻名的赏

荷地。
村子不大不小，来游玩的游客也没

有很多，因此显得格外平静和安宁。路上，我们看见村
民们正在沟坑里洗菜涤衣。哦，还有四只四处游荡的
鸭子，和我们一同参与了这场“围观”。

我想，四月的春水想必没这么冷了，否则那些鸭
子也不会一只只欢快地跳进沟坑里，替我们提前感知

“春江水暖”。还有那岸边的垂柳，紫叶李的果实，芫荽
的花朵，金灿灿的油菜花，大水缸里长着不知是菰还
是短柄草的植物，一眼望去，无限风光皆是春，它们比
我们更敏锐地感知变化的来临。

下各镇新路村也有“水”。如果说西六村的水是鲜
嫩的，那么新路村的水是另一种清冽的味道。曾经，流
经村内的永红渠是臭气熏天的垃圾场，经过改造和修
整，又从朱溪港引进活水，带活了整个村庄。枫杨花的
花序垂在水上，水流过楼下的水车前，楼上的茶室也
开放着，打开茶室窗户，映入眼帘的是巨坑改造而成
的观景池，碧水幽幽，仿佛翡翠一般。

新路村的墙是白色的，屋顶是黑色的，窗边屋
檐装饰着黑底白纹的图案；桥是石头砌起来的，楼
梯是架在屋外的，潺潺流水穿家过户流淌；屋旁盛
开的是红色玫瑰，村民归来的篮子里装着的是桑
葚，老人正在日光下翻动簸箕晒着的笋干。如果你
不追求旅行的深刻意义，也不追求新奇刺激的新
鲜事物，那么来这些安静的村子里逛逛，是不错的
选择。

除了能赏春光，新路村也不是“没有故事”的小村
子。村里有一座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戏台，戏台还保
存着精美的雕花彩绘。新路村以前位于交通要道上，
往来的人流经过此处，留下了繁荣的潘庐古街。又据
说当年经过这里多为温州客商，也影响了古戏台的建
造风格。

古戏台后方是崭新的村文化礼堂，村文化礼堂不
远处是一条150米长的慈孝长廊。“孝文化”是新路村
的特色，村里还建有一慈孝庭，白墙上也到处写着“家
有一老 如有一宝”“邻邻里里 老老少少 和和睦睦
亲亲切切”之类的标语。此外，了解仙居抗日活动的潘
行善故居，体现乡村文化气息的潘庐书院，记录农耕
生活的农耕文化展示馆……都是新路村在用自己的
方式，讲述着村庄故事。

感受台州美色
春看“绿”来冬看“红”

江下渚红杉林新路村慈孝长廊“水”是西六村的灵魂。

在临海茶辽古道，红叶已落成满地枯叶。

范志超书法作品 横幅《静坐闲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