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单露娟

宋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顶峰，反映在古
城临海亦然。临海宋韵无处不在，最突出的体
现，无疑是台州府城。

一

登临海北固山，四眺，可饱览台州府城墙
全貌。

台州府城墙，全长 6000余米，现存 4730
米，东起揽胜门，沿北固山山脊逶迤至烟霞
阁，于山岩陡峭间直抵灵江东岸，延伸至巾山
西麓，依山就势，俯视大江。

据南宋陈耆卿编撰的《嘉定赤城志·山
水门》记载，临海的古城墙最早出现在东晋，
是太守辛景为抵御孙恩所筑。不过，彼时的
城墙只局限于今临海北固山一带，规模相当
于“子城”。

唐朝时，全国各地大修州一级城池，台州
也不例外，真正意义上的台州府城墙便在此
时修建。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钱俶
献城归宋，拆除境内所有城垛，台州府城墙最
终“所存惟缭墙”。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当地官府将台州府
城墙进行重建，至熙宁四年（1071）始，成今日
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框架。

2011年，现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郑
嘉励,在台州城靖越门东侧的南城墙段，利用
建造灵江大桥时的旧豁口做了一个完整的考
古剖面，发现城墙的最内层,为北宋时期的

“城芯”。这佐证了我们今日看到的台州府城
墙，是在北宋城芯的基础上，逐渐加高增厚、
修修补补而成。

中国古代城墙的基本功能是军事防御。
古时，浙江诸郡都修建了古城墙。南宋被元征
服后，浙江境内州县城墙尽遭拆毁或废弃，唯
独台州府城墙保留了下来，主要原因在于府
城的独特地势。

台州府城两面临江，每逢雨季和台风季
节，上游降雨宣泄而下，而灵江溪短流急，地
势较低的临海城常常会遭大水漫灌，水患十
分严重。城墙在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同时还
当作“防洪坝”，得到了人们的珍视。

为了增强城墙的抗洪能力，历朝历代用
了许多办法来加固、修葺。

比如，元绛在《台州杂记》中记载，宋仁宗
庆历五年（1045）六月，洪水冲毁了西南两面的
多处城墙，万余百姓死于水患，此事震惊了朝
廷，遣太常博士彭思永至台督修，聚台州各县
之力，历三旬而修复城墙。完工后，大家商量，
为使其更加牢固，将夯土墙的两侧全面用砖石
包砌。次年，元绛到任知台州，组织实施了台州
城墙里外的砖石包砌工程。目前，台州府城墙
成为现存最古老的砖石全面包砌的城墙。

再比如，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台州
府城墙增加了捍城和护城辅助性建筑。从
军事的角度来看，捍城其实大大削弱了军
事防御能力。但濒江段是城墙防洪的重点，
捍城能加固城墙的基础，护城则有助于城
墙增强抗力。

台州府城墙对于临海的百姓，有着巨大
的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如今，除了 1950年
代被拆除的东城墙外，其余三面城墙均得到
修复和完善，并于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

高高耸立的台州府城墙，将倭寇、洪涝等
灾害抵挡在外，城内，百姓安居乐业。

翻开《嘉定赤城志·罗城图》，我们可以看
到，宋时台州府城除了外围的城墙外，在如今
台州医院所在区块，还有依附大固山建造的
子城。子城设东、南、西三门，东为顺政门，楼
名东山阁；南为谯门，上有谯楼；西为延庆门，
楼名迎春楼。子城聚集了台州衙门重要的办

事机构，包括司法厅、司户厅、知录所、推官
厅、衙楼、手诏亭、州治、通判厅等。

子城外则是居民区，被划分为坊、巷、市
几部分，形如棋盘格。自唐建城以来，府城内
一直严格执行着坊市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商
人卖东西的“市”与老百姓居住的“坊”被强制
隔开。独立的市只在白天开放，夜晚，百姓只
能在坊间活动。

不过，到了宋朝，这种制度被打破了。
没有了市与坊的限制，百姓的商业活动

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地点。再加上封建王朝的
“重农抑商”，在宋朝不复存在，政府非但不像
别的朝代刻意打压商人，反而颁布了许多政
令鼓励商业经营活动。一时间，府城内沿街店
铺逐渐增加，商业活动空前繁荣。

除了内销外，宋时，台州海外贸易也十分
发达。今三抚基一带曾为“通远坊”，意为“通
商货于远方”，当年日本人和高丽（今韩国）人
在此相聚贸易。而紧邻通远坊的天宁寺，有大

雄宝殿和九院，成了外商祈福和住宿所在地。
因为海外贸易频繁，在台州历史上还发

生过一个颇为传奇的小故事。
彼时，日本因炼铜技术有限，所铸铜钱，

质量低劣，大小分量不一，社会上不能流通，
所以日本海商便常以砂金来换取宋钱。这使
得宋朝大批铜钱外流，造成国内“钱荒”。

政府于是三令五申，一再禁止铜钱外流。
为了能够换得铜钱，日本商船便以低价向沿
海居民销售商品。“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
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
百贯文得之。”如此一来，许多沿海居民便贪
图小便宜，私底下与日商进行交易。

据《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中记
载，淳祐三年(1243)春，“台(州)城一日之间，
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乃知本郡奸民、
奸弊，至此之极，不知前后辗转，漏泄几多，不

可以数计矣”。
偌大的台州郡城，一日之间，突然市上

“绝无一文小钱”流通，着实震撼。这也侧面说
明了宋时台州商业发达，铜钱可作国际货币
流通。

因为市坊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宵禁制度
也相对宽松了起来。北宋名臣赵抃写过《过台
州登巾子晚游东湖》一诗，陆游也有诗云“临
海铜灯喜夜长”，这或许说明府城最早的“夜
经济”由此诞生。

经济富足，岁月静好，大量中原大族迁来
临海，府城人口开始成倍增长，州城呈现“人
烟繁夥、万室鳞比”的景象，从巾山上看，已经
是“万家云屋接丹丘”“江绕城中万家市”。

三

若看过《西游记》，你是否还记得这么一

个老神仙——紫阳真人。
书中，麒麟山妖怪大王赛太岁，贪图朱紫

国金圣宫娘娘美色，使用妖法将她掳回洞中。
紫阳真人为了娘娘不受辱，将自己的“五彩仙
衣”给了她。金圣宫娘娘穿上此衣后，赛太岁
再不能近身侵犯。直到观音菩萨收复赛太岁，
紫阳真人也收回了自己的五彩仙衣。

那《西游记》中的老神仙紫阳真人是什么
人呢？从他回答孙悟空“大圣，小仙张伯端起
手”中可得知，他叫张伯端。

张伯端是何许人？历史上真有张伯端此
人，他字平叔，又名用诚（成），号紫阳，敕封

“紫阳真人”，是道教南宗始祖。
这么一个著名的人物，北宋时住在台州

府城璎珞巷内，如今的紫阳街也因他而得名。
张伯端，自幼博学，三教经籍，无不涉猎。

然而，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屡试不第后，
为了屈就生计的他就到台州官府里做了基层
小吏，后又因受累谪戍岭南。从此，浪迹云水，
寻师访道，修炼内丹。

据《临海县志》记载，关于张伯端流放一
事有一传说。

张伯端喜欢吃鱼。有一次，家人做好
鱼遣家中婢女送到府衙。同僚同他开玩
笑，便将鱼藏在房梁上。张伯端怀疑婢女
偷吃，使得对方以死来证明清白。后来鱼
肉腐烂从梁上掉下来，他才知冤枉了婢
女。张伯端因此感到愧疚，随后火烧公文，
由此获罪，流放岭南。

对于许多人来说，流放是不幸的，对于
喜欢寻师访道的张伯端却并非如此。北宋
治平年间（1064-1067），他遇到了陆诜知桂
州。对方也是好道之人，两人志趣相投，相
谈甚欢。陆诜将张伯端延聘于帐下，委以机
要的职位。之后，陆诜到处做官，张伯端作
为幕僚也一直随从其间。每到一地，都不忘
寻师访道。

在成都时，张伯端遇到了真人刘海蟾，得
其传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之后，陆诜卒于
任上。张伯端返回台州，传道授徒，并将修炼
内丹的心得，以诗歌的形式，总结为秘诀八十
一首，著成《悟真篇》。

《悟真篇》是张伯端“内丹”修炼实践的升
华，全书“辞旨畅达，义理渊深”，具科学，通哲
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专明金丹之
意，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据为正宗”。

元丰五年（1082），张伯端仙化于临海、天
台交界之百步溪。清雍正皇帝痴迷张伯端的
内丹学说，敕封他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
人”，雍正十年（1732）命工部主事刘长源来临
海，在张伯端故居璎珞街和羽化地百步，及天
台山桐柏宫，各建“紫阳道观”一所。他自己则
亲自撰述并书写御碑。此碑今保留在临海东
湖碑林。

参考文献资料：《台州府城墙的沿革、布
局与功能结构探析》/江咏、《嘉定赤城志》/陈
耆卿、《台州府城墙砖录》序/郑嘉励、《雄镇东
南台州城》/卢如平 徐三见、《紫阳真人张伯
端》/陈引奭、《宋韵临海：一代辅郡的百年风
华》/林大岳、《临海县志》《地方风物志》《天台
山与中外文化交流史》

宋韵流淌台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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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人，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
为文博研究员，台州文献丛书编委会
副主任、古籍编辑部主编，台州市美术
家协会荣誉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长期从事文
博、地方史研究及国画创作。在国家
级、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
余篇，出版有《默墨斋集》《默墨斋续
集》，整理出版地方文献 500 余万字，
主编主撰著作多部。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在千年府城寻找宋韵，除了斑驳城墙
沉淀的沧桑，承托富茂繁华的宋时郡城，
还有什么？

回首间，与古长城城楼遥相呼应的东
湖，给了新的答案。

东湖，开凿于北宋年间，因位于台州
府城东城墙之东而得名。作为台州两宋时
期的重要史迹，这个官方园林是文化和历
史的载体。

临海步入盛局始于南宋，由偏远僻州
一跃成为辅郡之州，大量的望族南迁临
海。而东湖，历来是名人雅士寻访和抒发
诗情画意的一方圣地，一度成为“一郡游
观之胜”，他们或通过作品，或置家融入整
个地区的文化之中。从一景一物的雕琢，
到文人墨客的诗画意境，东湖无不传递着
宋风园林美学的魅力。

水利兴修，美景惠民

自南门入东湖，沿着依水山庄的复
廊前行，即见一尊人物铜像，这位古人叫
钱暄。

钱暄，字载阳，钱塘人，吴越王钱俶
孙。宋熙宁四年（1071），钱暄以光禄少卿
知台州，东湖的故事要从他开始说起。

东湖原位于台州府城内东侧，本是一
片水泽沼地，汇白云山、北固山之水，人称
之“山水窟”。北宋端拱二年（989），台州郡
守张蔚在此建船场，前身为水军营，是为
形成东湖之始。

“每阴雨霖霔，则水泉喷薄，涧输壑
委，奔流疾走，自高而下，如建瓴于高屋之

上，闾里之民咸怀决溢之懼……”（宋·王
廉清《修东湖记》）

因地势低洼，府城一遇强降雨，极易
形成洪涝灾害。当时，城池水患严重，一
度让台州百姓谈水色变。这样惶惶不得
终日的恐惧，随着郡守钱暄到任，终于有
所缓解。

“访民所疾苦，民曰水最危。其水或暴
至，城坏民流尸。公谋得上策，叠石完城基。
外遗数百家，室屋鳞参差。水至无所障，适
与漂溺期。又欲堤其东，苦乏土石资。开湖
足取用，堤势横虹霓……”（宋·汪泌《东湖
共乐堂》）

宋熙宁四年（1071），时任郡守钱暄
顺应民心，组织民众凿湖以导流分洪，
将东城墙内迁，“山水窟”被划出城外，
通过护城河与灵江相连，自然而然汇聚
成一片湖面。

在宋朝，水利治理成了主要的民生工
程。钱暄不仅解决了水患问题，同时开辟
公共游览地，东湖成为了府城边的“邑郊
风景地”。

公共园林，与民共乐

宋代统治者秉持“与民同乐”的治国
理念，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这样
的积极影响是，百姓的娱乐生活大大丰富
了，比如宋朝人也喜欢出门逛园子。

两宋时期，中国古典园林进入成熟
期。皇家园林可对百姓开放，各地还兴建
风景园林，东湖就是台州为数不多的公共
园林。钱暄在完成疏浚东湖后，于湖中营
建了共乐堂、流杯亭。共乐堂的命名就鲜
明体现了“与民同乐”的思想。经过简单的

布置水榭楼台亭阁等风景建筑，东湖已具
备了公共游览的功能。

“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半里而至”，这
是清代文人俞樾为东湖所作的楹联上
阕，已道出了公共园林成为“网红打卡
点”的缘由。

紧临古城的东湖，占据地理位置优
势。百姓出城门就可享受一派水景，一日
之内就能往返，方便日常游玩。从钱暄的
诗作《东湖共乐堂》中看出，东湖此时已是
上佳休闲地。“疏就湖山秀气浓，花林茂列
景争雄。管弦交奏客欢合，台榭竞登人喜
同。环障鹭行飞早晚，平波鱼阵跃西东。荒
芜芟去成佳致，换得汀洲月与风。”

自钱暄之后，东湖还经过历任官员治
理开发，几次修辟，东湖终于成了《嘉定赤
城志》作者陈耆卿眼中的“春夏行乐之冠”。

这里独具一格的山水风光，也吸引了
不少名人高士前来游赏和颂唱。

“平波数顷万峰前，一片丹青画不全。
幽榭小桥横翠水，茂林修竹锁轻烟。绮罗
铉管追欢地，雪月风花烂醉天。争奈及瓜
归觐去，湖山无复苦留连。”（宋·柳安道

《东湖共乐堂》）
东湖的荷田已有口皆碑。宋包恢在其

《州学沂咏堂记》中写道：“湖中皆莲，万幅
如锦，红绿成章，光影焕烂，香气不断，随
风四达。方三伏中忘其有暑，赤城景物之
尤处也！”

宋绍兴年间做过两年多台州郡守
的曾惇，卸任时，仍对东湖和东湖的荷
花恋恋不舍，有感而发一首《东湖感旧》
作为告别：“三年领客醉东湖，欲去犹携
竹里厨。谁解挽留狂太守，风荷十顷醉
相扶。”还有戴复古、吴芾等台州文人留
下游东湖赏荷的诗篇，时人可凭此一发
思古幽情。

望族南迁，置家东湖畔

南宋时，偏居海隅的临海成为辅郡之
州，政治、文化地位因此提升。这里成为不
少南渡达官望族的首选，文人雅士们开始
有目的地选择风景点开辟和营造。一时
间，府城大兴造园活动，不少堂馆就围绕
着东湖园林建造。

两位客籍宰辅临海的吕颐浩和贺
允中，前者于临海廓筑“退老堂”以居，
堂在东湖旁与灵江相近。后者退休后建
小鉴湖，寓居东湖之北。一时间，文人唱
和，华章毕集，如作《退老堂诗》计有李
纲、汪伯彦、张守、陈公辅等三十一人。
退老堂和诗，可视为台州文学的一次
盛会。

东湖附近还有东岩堂等私家园林。东
岩堂者，宋陈侍郎广寿园也。临海人陈广
寿，字成卿，良翰子，乾道八年（1172）进
士，官至刑部侍郎。

东岩堂颇具规模，内有小瑶、生秋、瓜
风、蜜露、齐芳、闹春、见笑、问开、花屿、饮
巢、数红、记好、涉趣、四友诸胜。而三百多年
后，东岩堂辗转到了明王太仆士性手中，修
葺后改名白鸥庄。这座私家园林在中国园林
史上至今仍为人们赞赏，这是后话了。

渐渐地，东湖畔也飘来声声入耳的读
书声，宋郡守王华甫于东湖边建上蔡书
院，这是台州最早的官办书院，也是宋代
浙江著名书院之一。

“临海明珠”，犹胜往昔

此后朝代更替，临海传统风景园林
的发展，由于战火等人为破坏，不复宋代

“遍地开放”的繁荣。东湖几经兴废，无数
遗迹已不复踪影，只能在一些史料文献
中一探其影。

或许是临海人藏在基因里“乐山乐
水”的情怀，让东湖几遇战火摧残，却总
能涅槃重生，成为江南古典园林的典
范，被誉为“台州园林之首”。俞樾赞其

“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
小西湖也”。

经过历代的不断开发拓建，东湖的风
光犹胜往昔。

如今，园林的形制基本根据晚清知
府刘璈浚修后的布局。湖中筑有两条长
堤，呈东西走向，将东湖分为前湖与后
湖。公园由湖东景区、湖心景区、后湖景
区三部分组成。其中，湖东景区包括依
水山庄、荣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东湖
碑林，湖心景区包括湖心亭、半勾亭、骆
临海祠、樵云阁、樵夫祠遗址，后湖景区
包括琪水园、小鉴湖、海礁苑。藏自然山
水美与人工美于一体，含古今之胜，东
湖园林的形制之美、风景之秀，台州来
说独一无二。

作为临海的一大知名景点，东湖依旧
引来无数游客竞相打卡，这背后，应该是
千年来国人基因里对宋风山水意境的深
切向往。

参考文献资料：《东湖志 东湖新
志》、民国《临海县志》、《台州府城的山水
与人文境界》/徐三见、《甬台地区传统滨
海风景园林调查与研究》/杨尚其、《穿越
东湖——临海散记之二》/小乐、《历代台
州知府传略》《嘉定赤城志》

穿越千年，徜徉东湖

宋之台州，人文鼎盛，时有“东南邹鲁”之誉。
临海为州治所在，是为三台首县，人物之众，

诸县实难比肩。按旧志统计，两宋台州进士 587
人，临海一县即占217。状元两文两武，其中两文
一武出于临海。宰相有六，临海居二。

临海钱、谢虽世居豪门势族，但若就声名佳誉而
言，诸陈尤为突出。诸陈之佼佼者，前有“三陈”，后有
筼窗。所谓“三陈”，即陈公辅、陈良翰、陈骙。陈公辅历
官至礼部侍郎，在朝论事剀切，嫉恶如仇，时人称“台
之以高科位法从，且称謇谔者，自公辅始”。陈良翰职
终太子詹事，他在地方任职时爱民如子，任谏职则倾
心特立，诤言直谏，举止严毅，不避权贵，身遭贬放时，
在京太学生数百人为之伏阙请愿。所以大名鼎鼎的
叶适称：“二公任谏诤，位从官，立朝本末，天下诵之。”
陈骙历职至权礼部尚书、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生平
奖掖后进，不拘资格，国有大事，议定俄顷，谙熟故
实，文词古雅，所著《中兴馆阁录》《中兴馆阁书目》

《文则》，皆为后世所推誉。筼窗即陈耆卿。陈耆卿历
职仅至国子司业，然以气节立身，以刚耿忠鲠处事，
博学多识，文史兼长，“卓然为学者宗”，是宋台州“六
贤”之一，其所纂之《嘉定赤城志》被后世奉为名志。

诸陈之外，临海宋时享誉人物尚多，如宋代
六贤之中，除却陈耆卿，鹿何、石墪、商飞卿皆为
临海人。

宋韵台州·临海篇
点评人 徐三见

本报记者单露娟

岁月流逝，王朝更迭，宋朝的名士风流都
已不复存在。但是流淌着宋韵的城墙、街名、街
巷结构、园林等都留存了下来。如今，这些宝贵
的历史文化资源被陆续挖掘开发，打造成包括
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东湖、巾山等在内的台
州府城文化旅游景区。

“活着”的府城

暮春的清晨，日光温柔。在龙兴寺的钟声
中，台州府城“苏醒”了：紫阳街沿街的店铺，打
开店门，开张迎客；石板路上，三三两两的游客
路过，开始欣赏起府城的晨景；居住在城内的
老人，吃过早饭，搬出板凳沐浴在阳光里，安逸
地享受着生活。

中国不缺古城，台州府城却有着自己独特
的魅力：3.12平方公里的面积里，主街三纵三
横，延伸出 50余条小巷，里面除了各种店铺
外，还居住着2.8万人。

“台州府城的街巷，延续了宋朝的里坊制
格局，坊中有市，市中有坊。”临海市社发集团
副总经理陈健介绍，“像现在紫阳街‘前店后
坊，前铺后户’的格局，就是宋朝形成的。我们
把原住民留在古城里，也是为了保留那时候的
市井韵味。”

事实上，为了让原住民和景区和谐共处，
临海下了不少功夫。“我们提出‘主客共享、旅
居相宜’理念，将城区、社区和景区融合，打造

‘活着的景区’。”陈健表示，自2016年以来，临
海已累计投入 30多亿元，以提升景区内原住
民生活便捷性和舒适度为出发点，先后完成府
城亮化、三线入地改造、新建生态停车场、排污
系统改造等项目，使原住民居住幸福感满满。

此外，在景区改造中，临海还十分注重保
留古城的肌理和文化，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最
大程度还原了历史风貌。在府城信步，游客可
以看到，同受和茶食店、人民银行旧址、台州酒
坊、状元第等历史建筑都得到了修缮。

去年，紫阳街上还新增了展馆紫阳苑，以
纪念北宋道教南宗始祖张伯端。该馆以张伯端

生平事迹和代表作《悟真篇》为基础，主题风格
轻松活泼，互动体验形式多样，成了一处寓教
于乐的旅游打卡地。

诗路文化体验馆

位于古城东门外的东湖，是台州府城文化
旅游景区重要一环。它于北宋端拱二年（989）开
凿，原是水军舶船屯兵之所。宋熙宁四年（1071），
台州郡守钱暄将其拓建为湖，并建成园林。

宋时，东湖深得文人墨客喜爱。特别是夏
天，荷花盛开，大家纷纷前来观赏赋诗。

900多年过去，东湖依然是临海人民喜欢
的旅游景点。近年来，临海对东湖进行了升级
改造，增加了许多旅游设施。在东湖漫步，微风
徐来，远山近水，风光秀美，一动一静中让人仿
佛回到了宋代。

为了让人们直观感受到临海宋韵文化，临
海市政府还在东湖公园内原临海博物馆旧址
处,打造了一个以“宋韵文化”为主题的台州府
城·诗路文化体验馆。

走进体验馆，强烈的科技感扑面而来：一
幅会动的南宋台州府城地图，让你领略到府城
古今对比；动动指尖，钱氏家族的世系图谱就
会出现在你眼前；即使你不去登山，也可以俯
瞰整个古城……

陈健表示，诗路文化体验馆依托新华智云
文旅大数据平台，以临海历史文化和历代诗词
为数据基础，应用短视频实时生成技术、人工智
能大数据、虚拟数字人、XR、裸眼3D、智能算法
等数字技术，打造成临海旅游打卡地，也是一个
涵盖了临海全域旅游的新型集散中心。“观众漫
步在数字展馆中，通过可听、可看、可触摸、可互
动的立体感受，了解临海千年府城的文化变迁，
感受临海独特的宋韵文化，唐诗魅力。”

打造“宋韵临海”文化圈

宋韵文化是历史上临海文化发展中的高
潮，如何对它进行深入挖掘，让宋韵文化在府
城“流动”起来、“传承”下去，是临海当下要做
的事情。

对此，临海市政协文史组委员何薇薇提出
了几个建议。

“首先，台州府城是浙江少有的保存相对
完整、保留唐宋格局的古城，我们应该对其进
行整体性规划和保护，在保护好原有街巷肌理
的前提下，恢复府城形制，复原宋代台州府衙、
名人故居等重要建筑，整合资源，构建贯穿府
城的宋韵文化带，重现宋代街巷文化。”

“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旅游路线设计、文
创产品开发等方面打造宋韵临海文化品牌。”
何薇薇介绍，“一个是串联巾山、紫阳街、东湖、
博物馆等地点，结合金书铁券、题词碑刻、‘湖
山’文学、临海词调等项目，打造宋韵主题文旅
路线，体现宋代文学、书画、曲艺、园林之美；二
是开发宋韵临海文创产品，从遗址、藏品、文
献、书画中挖掘宋韵文化的元素，开发宋韵系
列文创经典产品，将宋韵文化大众化、年轻化、
普及化。”

此外，为了让宋韵文化渗入百姓生活，何
薇薇认为临海还应该讲好、讲活“宋韵故事”。

“以吴越钱氏、赵宋皇室、临海谢氏、七宰辅寓居
台州等一批具有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物、
事物、器物为载体，通过新媒体宣传、影视创作、
举办展览会、打造卡通形象等方式，打通传统和
现代的通道，让宋韵文化鲜活地融入当下，让群
众深刻感受和体验宋韵文化内涵。也可以开展
宋代文化系列展，开发体验项目，打造主题空
间，通过景物结合、境物结合、人物结合等形式，
重现宋代生活美学，唤醒宋韵临海记忆。”

唤醒宋韵临海记忆

台州府城街区 牟永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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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赤城志·罗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