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版式：陈洪晨 电话:88516036 邮箱:tzrbzhm@163.com

2022年1月7日 星期五6 周末

本报记者陈洪晨

2020 年，一首母子对唱的原创
歌曲《天使妈妈》在微信朋友圈广泛
流传，感动了许多听众，最后登上
2020年中央音乐学院原创抗疫作品
音乐会，歌曲MV在CCTV等平台播
出。椒江人陈婷婷，是这首歌的女声
演唱者。

错爱与真爱

小学四年级参加全校讲故事比
赛获得一等奖，这是陈婷婷印象中，
人生第一次登台。此后，主持、朗诵、
小品，在舞台上收获掌声的机会越
来越多，14岁的她就成了一名电台
小主播，主持每周儿童故事节目《童
趣园》。

少儿时，陈婷婷的兴趣和特长
一直在播音主持方面，对音乐“不怎
么感冒”。后来，她听从母亲的建议
到椒江三梅中学就读，并考入浙江
师范大学音乐专业。虽然原本志不
在此，但她依然十分刻苦，各科成绩
优异。

毕业后回到椒江，陈婷婷成为
一名高中音乐老师。执教两年后，她
觉得自己的声乐演唱遇到了瓶颈
期。“我自己都有些迷茫，怎么辅导
孩子们呢？”

于是，她重返校园，成为上海
师范大学声乐演唱与教学专业的
一名研究生，师从国家一级演员杨
清教授。

在恩师的悉心指导下，陈婷婷
找到了科学的演唱方法和舒服的表
演状态，声乐水平有了质的突破。研
究生期间，她曾在上海师范大学音
乐厅、上海交响乐团室内音乐厅举
办个人独唱音乐会。

毕业后，她回到家乡，成为椒江
职业中专的一名音乐教师。专业道
路上的荣誉也纷至沓来，2017中国
声乐国际大赛（新加坡）成人B组民
族唱法金奖、浙江省第十届音乐新
作演唱演奏大赛银奖、台州市第四
届艺术节音乐专场比赛演唱金奖、
台州市第三届“十大歌手”大赛总决
赛冠军……

因为有主持特长，她经常在演
出活动中既表演独唱，又担纲主持
人。别人见她在舞台忙上忙下，非常
辛苦，她却很兴奋，“今天又说了又
唱了，充分表达了自我”。

她认为，主持是“真爱”，唱歌是
“错爱”，无论哪样她都“认真爱了”，
交出了让自己满意的答卷。

唱响台州声音

近十年来，陈婷婷是台州群文
舞台上活跃的一分子。

她参演了台州市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 70人经典音乐会、椒江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
会等重大主题演出；7次参演台州春
晚，其中4次担任开场歌手；多次参演
台州市新年音乐会、台州市政府春节
团拜会；作为“群星”歌唱艺术工作室
A组成员，她常年活跃在台州市文化
馆“艺工场”的舞台上……

丰富的演艺生涯里，2013年 12
月前往大陈岛演出是陈婷婷印象深
刻的经历之一。

“当晚，天气非常寒冷，驻扎海
岛的战士们在空地上燃起了篝火。
看完演出，他们热情地为我们捧上
花束。这些花，是战士们用了一整个
下午，从附近的山上采摘来的……”
那一簇簇在寒风中熊熊燃烧的篝

火，时隔多年仍然时常跳跃在她的
脑海里，“就好像在艰苦中磨砺、生
生不息的大陈岛垦荒精神。”

从此，她似乎与大陈岛结下了
奇妙的缘分。2017年 5月，她主持了

“激扬大陈岛垦荒精神 倾力打造台
州新府城”椒江区纪念习近平总书
记回信一周年广场文艺晚会；2019
年，她应邀担任台州乱弹现代戏《我
的大陈岛》幕后女声主唱……

2018年 10月，陈婷婷作为第一
批台州文化援疆团的成员，赴新疆
阿拉尔参加“海疆万里情”慰问演
出。除了带去独唱节目浙江民歌《对
鸟》，她还担任了主持人。“为了做好
这项工作，我提前做了许多功课，了
解当地的民风民情，也介绍台州的
人文风物。演出特别成功，每一场都
座无虚席，台下掌声雷动。”

通过音乐，她一次次把美好的
台州声音带给更多的听众。

音乐治愈人心

“学音乐的人，能够用音乐化解
负面情绪。”工作以后，陈婷婷越来
越理解母亲劝说她选择音乐专业时
说的话，“这么多年，音乐确实给了
我治愈的力量。”

她没想到的是，有一天她的歌
声也能治愈许多人。

2020 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人们陷入了沉痛和恐惧之中。
作为一名音乐教师、文艺工作者，
陈婷婷很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声
援抗疫。

通过新闻，她看到很多医护人
员舍小家为大家、奔赴疫情前线的
感人事迹，深受触动。她构思了以一
个白衣天使家庭作为切入口，用母
子对唱的方式呈现抗疫精神的音乐
作品。

有了故事构架以后，陈婷婷联
系了湖北的词作者袁梅松创作了

《天使妈妈》。有了这份通宵完成的
词作，她又联系了中国音乐学院作
曲系教师周强进行谱曲，最后在编
曲老师孔祥波、后期老师葛咏等人
的帮助下，她和儿子一起演唱了这
首抗疫主题原创歌曲。

“妈妈，你好吗？那天你走得好
匆忙，还没给我一个拥抱，你就奔赴
抗疫的战场……”“宝贝，我很好，别
怪妈妈狠心肠，妈妈是名白衣战士，
我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清脆悦
耳的童声和真挚婉转的女声，隔空
深情对话，将白衣天使奔赴前线的
故事娓娓道来。

歌曲推出后，经“椒江发布”等
平台推送以及朋友圈转发，引起巨
大反响。不少朋友告诉陈婷婷，听完
这首对唱动容落泪，在心情最压抑
的一段时间里，被人性的美好感动，
重拾了对疫情阴霾散去的希望。

“音乐是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
艺术。我希望我的歌声，也能为人们
带去正能量。”受到鼓舞以后，陈婷
婷找到了新的专业方向，“我想在音
乐世界里，留下一些属于我自己的
东西。”

2021 年，她应邀首唱了歌颂教
师的原创歌曲《光芒》。作为一名老
师，她平时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投
入到教学研究和辅导学生中，对教
师群体的苦与乐也最为了解，演绎
这首曲目更多了几分情真意切。这
首作品同样引起了师生群体的广泛
共鸣。

“艺术学习永无止境。”最近，她
开始构思新的故事，在原创音乐的
道路上继续探索。

陈婷婷：
一路歌唱，探索音乐新征程

共建文化示范区 共享文化幸福感

文化先行文化先行

作为“群星”歌唱艺术工作室A组成员，陈婷婷常年活跃在台州市文化馆
“艺工场”的舞台上。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本报记者林 立文/摄

安静，是最好的声音

“有人建议我，环境这么好，这么安静的书店，
可以放一些轻柔的背景音乐。我试了一段时间，还
是没法接受。”胡飞雪微笑着看了看周围的书架，

“我喜欢安静，安静其实有助于你听到更多的声
音。书的声音，还有这些植物的声音。”

胡飞雪是自然书店的主理人。这家书店位于
玉环楚门镇3176文创园南门，2021年6月29日，
书店和文创园同步开放。

看到点缀在书架之间的各类植物，就能理解
店名为什么叫“自然书店”。书店公众号的名字，更
能看出胡飞雪的想法，“自然书店，蕨聲植物馆”。

“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臣服于种子植
物，生活于森林下层，却无处不在。我特别喜欢植
物的力量，无声，广阔，给我极大的安全感和信
心。植物和书籍很相似，拥有强大的、无声的力
量。我希望在这里，读者、访客都能感受到书和植
物带来的惬意。”

胡飞雪是温州永嘉人，丈夫是楚门人，有两
个孩子，女儿 10岁，儿子 3岁。定居楚门，是女儿
读小学那一年的决定。在此之前，他们一家都在
永嘉乡村住着。

“2017年，在楠溪江，我开了一家花田民宿，
现在交给店长打理，我全心在楚门照顾孩子、开
书店。”

因为有民宿事业的支撑，胡飞雪才敢于实现
“开书店”的梦想。

阅读，是她从小的爱好。因为父母都外出做
生意，书籍成了她童年最好的伙伴。

“我喜欢读书，好像不分类别。年少的时候读
庆山，成年以后读严歌苓、莫言。现在喜欢哲学与
心理类的书。不同时期，不同心情，需要读的书也
不同。所以，自然书店里的书，基本也是文学、哲
学、心理学、生活美学、植物与家庭园艺类书籍为
主。当然，这些年我读得最多的，其实是绘本，因
为孩子。”

胡飞雪的女儿，是一个被绘本“奶”大的孩

子。数不清的优秀绘本，让这个小女孩养成了自
主阅读的习惯。进入小学后，胡飞雪叮嘱女儿最
多的不是“少看手机”，而是“少看书”。

“因为她读得很投入，尤其一些她想弄明白
的书，会反复读，我就得想办法让她出去玩一会
儿，不然近视会很厉害。”

看着女儿认真读书的样子，胡飞雪经常会回
忆起那个在永嘉花田里奔跑的小女孩。

“育儿，其实是双向的。你在教育她，她也在
教育你。让你保持更纯真的心，不着急，仔细感受
生命给你的任何体验。”

自然，不在谁的手中

看起来文弱的胡飞雪，为了自己的梦想，总
有用不完的力气。

2017年，她租下永嘉楠溪江畔两栋老旧的
平房，决定开民宿。与此同时，她还将平房前近百
亩农田做了一个规划：种满向日葵！

为了梦想中的花海，她和农民们一起劳作了
一百多个日夜，早起晚睡，在工地上、良田里，把
自己晒成炭。

困难比她预料的要大得多，很多时候，不是
努力就能解决的。缺少雨水时，他们怎么浇水都
浇不透，无能为力，心灰意冷之际，突然难题就消
失了。

一场暴雨突然降临，问题解决了。
那一年，百亩向日葵终究盛放了。当许多游

客来花田里打卡时，胡飞雪笑了，又哭了。
“自然，从不在谁的手中。你很想拥有它，那

就等待它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花了多少钱，而
是花了多少时间。你花了时间，自然就在你身边，
与你说话。”

开民宿的第二年，百亩农田不再提供给胡飞

雪，她也不强求，转身又在民宿周边种满了紫色
的马鞭草。

开民宿、带小孩、开书店，胡飞雪的心态愈发
平静。

实体书店很难实现盈利，她当然明白。一来
文创园为她减免了前三年的租金，二来她也没想
要依赖书店挣钱。因此，她尽量将书店的氛围、模
式，保持在自己喜欢的风格里。

“刚开业那段时间，蛮多人来打卡。书店的
室内设计，挺适合拍照的，比如这个楼梯，那个
太空人，但这个是文创园整体设计的，不是我的
创意。植物是我的创意，所以，喜欢植物的读者
会特别喜欢这里。除了售书，我也承接植物造
景，为那些想用植物把家布置得好看一些的人
服务，这项工作和卖书一样，很开心。”

胡飞雪最怕有读者问，书有没有打折。作为
实体店，书价难以和电商抗衡。尽管如此，她还
是提供了所能承受的最低价格，“就当卖书交电
费了”。

“如果喜欢哪本书，觉得书价过高，在这翻阅
后再网购也无妨。我会为你在这里遇到一本你喜
欢的书感到高兴。”

因为忙碌，她已经很少有属于自己的阅读时
间。有一次，因为手机坏了要维修，她无意中拥有
了不被手机打扰的两个小时，孩子也不在家。于
是她抓住时机，深度阅读了两小时。

“阅读完的感受，和刷完手机，怎么会一样
呢？那两小时的阅读，换来我一天的心平气和。”

自然，不会被谁所拥有，但任何人都拥有它。
阅读，则是随时随地可以被读者拥有的，一旦拥
有，就是拥有全人类的某一种经验。这种体验，胡
飞雪希望更多的人在当下的社会中得以获取。

“善于安静，善于孤独，我觉得这可以让内心
非常愉悦。”胡飞雪笑着说。

自然书店主理人胡飞雪：

书的声音，像植物

本报记者陈洪晨文/摄
清代文学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食鱼

者首重在鲜，次则及肥，肥而且鲜，鱼之能事毕
矣。”台州长潭水库出产的胖头鱼，可谓“鱼之能
事毕矣”。

胖头鱼，学名为鳙，是我国四大家鱼之一，生
活于江河干流、平缓的河湾、湖泊和水库的中上
层，为温水性鱼类。长潭水库水质优良，出产的胖
头鱼无污染，肉质雪白细嫩，是台州淡水鱼中的
上品。

在“百县千碗·鲜在台州”美食大比拼的舞台
上，长潭渔府凭借一道当地特色的“红烧长潭鱼
头”，入选了黄岩区获奖菜品名录。

一

天气晴好的午后，我们来到长潭胖头鱼的产
地——黄岩区北洋镇长潭村。这里青山环抱，植
被繁茂；湖区山体连绵起伏，水质纯净。

长潭水库作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被誉
为“台州人的大水缸”。水库中的胖头鱼、花鲢、白
鲢、罗非鱼、河蚌等水生动物，肩负着维持水质、减
少绿藻暴发的重要使命。除了发挥“以鱼控藻、以
鱼减污、以鱼养水”的生态功能，每年，鱼群中的一
部分会通过统一捕捞，成为吃货们的“盘中餐”。

“到了长潭，不能不品长潭的胖头鱼。”这句
广告语，早已在橘乡黄岩乃至全台州打响了知名
度。从主路往村里开，“长潭鱼头”“长潭胖头鱼”
等醒目的招牌随处可见，沿途大大小小的农家乐
让人眼花缭乱。

在村口晒太阳的两位老人告诉我们，他们从
小就在长潭湖边玩耍，胖头鱼可以说从小吃到
大。“以前没什么好的配菜，调料也很简单，可随
便怎么烧都好吃。谁让我们长潭水质好，别处的

鱼比不了。”语气中透露着自豪。
老人告诉我们，二十年前村里就有以烧长潭

鱼出名的饭庄。前几年，当地政府利用长潭湖的
优势，引导村民用美食吸引游客，农家乐如雨后
春笋般一家家开起来。当地村民把胖头鱼做得鲜
美香浓，成就“一条鱼富裕了一个村”的美谈。

农家乐发展的鼎盛时期，“一鱼难求”。老人
指着村道，比划着说：“一到周末、节假日，这里就
堵得水泄不通。车上都是冲着长潭胖头鱼的名气
来尝鲜的食客。每家餐馆、农家乐，基本是满座
的。熟客们会提前预约，省得大老远来一趟，最后
没吃成。”这两年，受疫情影响，火热的吃鱼盛况
才有所降温。

二

在老人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位于长潭水库
大坝附近的长潭渔府。这家店开了十多年，是当地
唯一一家省五星级农家乐。老板、厨师和服务员，
几乎都是水库边各个村庄长大的本地人。

店主杨女士介绍，胖头鱼头大而肥，鱼头比
鱼身更鲜美，是整条鱼的精华所在。因此，“长潭
鱼头”是当地名头最响亮的招牌菜。

长潭胖鱼头的烹饪方法五花八门，各有特
色。红烧鱼头，肉质丰厚肥腴，汤汁呈琥珀色，味
重鲜香；白烧鱼头（煲汤），鱼肉细嫩绵软，鱼汤呈
奶白色，浓稠鲜美；蒸鱼头，保留了鱼的原香，无
腥气无异味，清淡可口……

杨女士说，该店沿用了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
传统土法，使用农村常见的柴火土灶烧鱼，“十几
年来，除了在调味上不断微调、改进，烧法并没有
什么‘独家秘方’。能在‘百县千碗’中获奖，靠的
还是水库鱼本身优良的品质”。

她介绍“红烧长潭鱼头”的做法——精选一
条 2到 3公斤的长潭胖头鱼，新鲜活杀，洗净鱼

身，取下鱼头切成两半，搁置沥干水分，备菜的步
骤就算完成了；接着烧热油锅，“用上好的肥膘熬
油，烧鱼头味道更香”；蒜头、生姜片下到油锅里
煸炒一下，加五花肉丰富口味，再将主角鱼头入
锅，一瞬间热油四溅、香气四溢；放入适量酱油、
黄酒、糖、辣椒等佐料，再加水，用旺火烧45分钟
左右；鱼头的汤汁一点点浓缩，逐渐呈琥珀色，即
可装盘出锅。

趁热尝一尝，鱼眼帘后两块鼓鼓的鱼肉，最
是肥美鲜嫩，口感爽滑无比；鱼骨附近的肉也特
别细腻，没有一点腥味……几筷子鱼肉下肚，鲜
香的鱼味停留在口中，让人回味无穷。

如果你也循着鱼香来到此地，游览闲逛时，记
得爱护水库区生态，给鱼群一个干净美好的家园。

长潭鱼头：好山好水出好鱼

红烧长潭鱼头

植物和书籍很相似，拥有强大的、无声的力量。

自然书店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