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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1 月 ，
由 天 台 山 民 俗 博

物馆编辑的画册《民
间的智慧》，由浙江
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

出版。
该画册以天台山悠久的历

史、精美的艺术、珍贵的文物为主线，采用
专题摄影手法和全景式影像语言，全方
位、多角度地对天台山民俗博物馆的部分
藏品进行拍摄记录。画册共收录百余幅摄
影精品，分“民间和合”“传世济公”“民间
技艺”“天台石作”“经籍文书”五大篇章展
示天台山民俗文化。

从天台山走出的文化

天台山，不但是一座风光秀丽的风景
区，更是一座充满传奇色彩和深厚历史底
蕴的文化之山。从这里生根、发芽、长成的
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天台人。

和合二仙、济公活佛、刘阮遇仙，这
些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成为人们的精
神寄托。关王庙会、范增庙会、状元游街、
迎抬阁、摆看桌等，表达了百姓的文化崇
尚和对美好未来的祈望。车灯、坐唱、花
鼓、天台词调、莲子行等凝聚一方风情的
民间艺术表演，展示着天台百姓乐观向
上的精神风貌。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天
台先民更是涌现了一批批能工巧匠，留下
巧夺天工的民间手工艺品。干漆夹苎造像
工艺、天台山红曲酒传统酿造技艺、一根
藤制作技艺，无不浸透着深厚的民智。

还有传统农耕文明中农林牧副渔生
产技法，衣食住行中的各种生活智慧，
规范人际关系的礼仪习俗、行为禁忌、
乡规民约，传统工商文明中的手工技
艺、工匠百业行规及乡村集市贸易习惯
等，所形成的的风尚、礼仪、习俗，无不
展露传统文化的魅力，成为天台山文化
宝库中重要的财富。

2016年10月，这些天台山民俗文化，
在邱建生创办的天台山民俗博物馆得以
集中呈现。

这家以收藏民俗物品、展示民俗气
象、研究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民办公益
专题性博物馆，藏品涵盖天台民俗中的
吃、穿、住、行、用等方方面面。“都是与老
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件，名人书画、珍
贵玉器等藏品很少。”这些藏品被分门别
类排列，对外开放。

馆内收藏的民间器物，作为反映普通
百姓生活境况的物质遗存，既是历代工匠
手工技艺的文化传承，也是民间智慧的结
晶。透过这些器物，可以感受到制作者和
使用者的心思，以及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
审美特征，更可以察知到勤劳、智慧的天
台人对历史文化的钟爱以及对悠久文化
传统的创意发挥。

一本移动的“博物馆”

《民间的智慧》，是天台山民俗博物馆
编辑的第一本画册。

2019 年 9 月开始，20 余人组成的团
队，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拍摄、编辑画册，
以丰富精美的图片展示天台山民俗博物
馆的部分馆藏，介绍天台民俗风情，展现
民间智慧的独特魅力。

作为《民间的智慧》画册的发起人，在
邱建生看来，这本画册集学术性、艺术性、
欣赏性于一体，能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有
兴趣翻阅，“我们最初的设想是出一本书，
但编书对文字要求比较高，我们就决定用
画册形式表现。一方面可以减轻文字压
力，另一方面，丰富的图片可以更全面、更
直观地展示藏品。”

这本画册的创作初衷，是希望将天台
山民俗博物馆的藏品从天台推向各地，

“毕竟，能来馆里参观的人还是少数，画册
就是一本移动的‘博物馆’。”

当然，画册也包含了邱建生多年的愿
望：用更多的形式留下一份特殊的天台山
记忆——

“站在传承立场建立认同，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既是对历史的回忆，更是对未
来的期盼。这些浸透岁月沧桑的民俗藏
品，可以唤起人们的乡思、乡情、乡愁，同
样可以唤起人们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的
热情。”

“天台山文化源远流长，希望通过这
本画册，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天台民情风
俗的古今演变，助推天台地方文化的繁荣
与发展。”

留下天台山“独家记忆”

邱建生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这十年来，他在工作之余，将大量的

精力和热忱，都投入到天台山民俗博物馆
的建设和维护中。

坐落于天台始丰新城园外秋庄内的
天台山民俗博物馆，建筑面积 10761平方
米。馆内设有常设展厅、交流展厅、专题展
厅、露天展场、图书室、书画创作室、文化
讲堂、影像室等。馆藏门类丰富，包括门、
窗、家具、石雕、花板、头饰、绣品、中医中
药器具、酿酒器具、钱币、铜镜、济公百态、
和合题材、文房用品、民间契约文书、天台
人文故事书籍、图片、录像等，藏品数量 2
万件以上，充分展现天台山的风土人情、
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力、天台山民情风
俗的沿革。

欣赏这些老物件，能感受到美，仿佛
还能看到从它们身上流过的时光。天台的
地方特色文化，就是从这些与先人生活息
息相关的老物件体现出来的。

这家博物馆，承载着邱建生满满的
乡愁。

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用来寻
找足够数量和分量的藏品。工作不忙时，
就经常利用周末外出，找地皮户（当地贩
卖老物件的小贩），或者到收藏品市场、农
户家里，寻找、收购老物件。

许多天台的老物件因收藏者缺乏保
护意识而外流，“这些老物件见证了我们
的生活，凝聚了我们的追求。”邱建生越
想，越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这些物件保护
好，留存下去。

妻子徐潮俊热心文化事业，对此非常
支持，经常陪同寻找藏品。跟他共事多年
的陈达水，也是个收藏达人。邱建生忙时，
陈达水就替他探路问道，搜寻各类藏品线
索。有了这两位的鼎力相助，邱建生省力
不少。

如今，天台山民俗博物馆开馆已经 5
年有余。除了陆续增加新的藏品，今年初，
馆内还对外开放了书画展厅。

该展厅共展出清代至当代书画藏品
60余件，绝大部分出自天台的乡贤名人、
墨家学者手迹。这些书画藏品，用不同的
书体画风，展示天台山的文化印记。

“无论是创办民俗博物馆，还是编辑
出版画册《民间的智慧》，我的最终目的只
有一个，希望留下天台山的‘独家记忆’。”
邱建生说。

文化传承之路，没有尽头。
博物馆每每添加一件新的藏品，都是

增添一份天台山的回忆。时光更迭，这些
回忆散落在天台山民俗博物馆的角角落
落里，又开始新一轮的生根、发芽。

留一份特别的
天台山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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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伟华

2月23日至3月23日，“君子好逑”郑聪
宾《诗经》主题创作书法作品展在台州学院
图书馆椒江馆区举行。

亮相于展厅的80件小楷书法作品，以文征
明《南华经》风格为基，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
式，展示了郑聪宾近三年在小楷领域的探索。

如他创作的小楷作品《关雎》，线条粗细
有致，且笔法丰富，颇具特色。另一件作品

《桃夭》，同样线条流畅、苍劲有力。这些小楷
书法，被郑聪宾挥毫落笔于不同形状、不同
颜色的宫扇上，别有意趣，搭配精美禅意的
竹帘挂轴，更是精美漂亮。

郑聪宾介绍，此次展览的书法作品内
容，均取自《诗经》名篇之作，或原文，或注释，
或两者兼而有之。近年来，他坚持围绕“四书
五经”主题进行创作，用国学经典辅以小楷书
写之美，激发观众对书法文化的新认识。

笔墨当随时代，在追求传统的基础上，郑
聪宾的书法作品也有极强的现代感，书法形式
强调视觉感与表现力，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

郑聪宾祖籍路桥，从小对书法有兴趣。
1996年，他进入台州师专（现台州学院）就读，
因为爱好参加书法社团，得到书法专业老师
王波的悉心指导。毕业后，他当了16年的初中
历史老师，之后调入路桥区文化馆工作。多年
来，他坚持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练习书法。

“练书法要有毅力，不可放松。”郑聪宾
还逐渐领悟到，除了勤奋，专攻也很重要。他
确立专攻小楷的目标后，以文征明《南华经》
为专攻对象，在苦练中探索小楷书法艺术的
技法，同时要求自己多体兼修，草、篆、隶等
书体融会贯通。

繁华之处落笔墨，字里行间守初心。在
郑聪宾看来，传统是一根不断发展的“红
线”，经典是这根线上最耀眼的“珍珠”。承续
经典、超越经典，他一直在追求。

诗与笔的交融

本报记者陈伟华

2月21日至3月21日，宋韵绽彩——台州
市第六届“群星璀璨”中国画作品展在黄岩区
文化馆二楼展厅举行，共展出国画作品45幅。

画家占必青的作品，质朴、高雅。创作
时，他没有刻意追求华丽、雅致，而是注重于
传统笔墨的韵味、影响画面质量的线条，以及
墨色变化产生的焦、浓、重、淡、清等效果。刘
勇创作的人物形象，看似传统，但更多地充满
新时代面貌，展现新形式、新内涵、新精神。在
他的画笔下，水气和墨气交融，充分表现笔墨
意蕴。吴季鸿的作品用笔厚重，挥洒自如。他

在创作时，吸收了传统山水画中点画、皴擦的
技法，营造出画面浑厚华滋、墨色透亮的气
氛。而辛芸瑛的画作精致考究，画风新颖，她
将江南园林景观，巧妙融入艺术创作之中。现
场，王哲、叶阿金、刘相仪、郑前文等画家的作
品，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望。

这些参展作品，充分展现了台州文化底
蕴，以及创作者对自然和生命的赞美，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他们的绘画风格，或写实、或写
意，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绘，气象万千。一笔
一画，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景一物，体现出
画家们的深刻感悟，表达了他们对台州的热
爱之情，寄托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

市“群星璀璨”中国画作品展举行

一笔一画皆是情

本报记者林 立文/摄
刚结束不久的冬奥会，让我国又一次展

现了体育大国风采。
其实，在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就极其丰

富。中国古代体育，是东方古代体育文化的代
表，既是中华各民族体育文化汇集、融合的结
晶，又是世界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博物馆的橱窗，我们不仅可以回到
过去，欣赏从前的军事、文化、艺术、文学，如
果你是一个体育迷，还能够欣赏到一个昂扬
向上、实力超群的运动古国。

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在体
育方面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展现
出非凡的聪明才智。

从 3月 8日开始，台州市博物馆与南阳
唐王府博物馆合作，开启“博戏——中国古
今体育文化展”。展品包括古代兵器、棋类用
品、陶俑、青铜雕塑等门类，同时以内容详实
的展板，通过不同角度，将中国古代体育与
现代体育相结合，进行充分讲解。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体育与
军事、宗教、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密不可分。

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亦体现在中国古
代体育之中，诸多项目以适应战争需要的练
武强兵为目的，如蹴鞠、马球、武术、“田径”
等，多与军事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中，最基础的运动
形式就是脱胎于生产实践和军事战斗技能
的射箭、“田径”、水上与冰雪运动以及御术
和马术等。

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所有的体育项目：
赛跑、跳远、掷铁饼、标枪、摔跤、拳击以及五
项全能等竞技运动，在古代的中国同样活
跃，以类同的形式和运动方法存在至今，并
长期影响着周边国家。

中国上古时期，就有后羿射日的传说。
据考古发现，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中，出
土一件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这表明
当时人类已经在开始使用弓箭了。

射礼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射箭比
赛。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射箭运动就没有间断
过。唐代武则天设立武举制，在武举制里规定
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是
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还有筒射。

中国古代体育，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
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还出现了许多具有地域和民俗时令特
点的民间体育形式，包括秋千、高跷、放风
筝、跑旱船、舞龙、舞狮、踢毽子等等。

这些通过民俗节令而发展起来的运动
项目，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影响，使其
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并逐渐成为各个民族喜
爱的体育活动形式。

台州市博物馆这个展告诉你，
中国古代体育健儿多能玩

3月8日，中国古今体育文化展在台州市博物馆开展。从战国时期的箭镞到现代郎平的
签名排球，以及各种体育运动奖牌等，全面展示了从古至今体育文化的发展变化。图为市民
正在观展。 本报记者牟永选摄

天台山民俗博物馆的书画展厅。

天台山民俗博物馆藏品数量2万件以上，充分展现天台山的风土人情、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力、天台山民情风俗的沿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