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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黄晓慧）现代刻字是集书法、绘画、雕刻
为一体的新型艺术创作形式，近期在温岭王伯敏艺术史学
馆内，有一场展览能让你感受到温岭书法家吴良永刀笔下
的现代书刻艺术魅力。这场题为“刀耕笔耘”的展览将持续
至6月15日。

“今日，他将两年来所刻的作品一并摆上，呈现在你我
面前。我作为一个刻字多年的老作者，是羡慕和敬佩的。羡
慕他在谋生之余能抽出那么多的时间与刀与木相伴，敬佩
他以刀代笔，勤奋耕耘，在美丽的汉字里沉溺深潜，张网以
待，收获一尾尾灵性的鱼。”这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程文
波为作品展所作的前言中的一段话。他称吴良永是近年台
州刻字基地建立以来，在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的重点作者，
也是温岭书画院“艺路有你”刻字创作人才班最活跃的成果
作者之一。

吴良永，号海角，1973年出生于温岭，现为浙江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

他自幼爱好书法，师从程文波先生。早年从事船舶建造
行业，蛰居东海之滨小镇，闲暇时临写各类经典碑帖，涉猎
甚广，同时十分注重学养积聚，作品风格追求空灵高逸。
2003年后经商于义乌，从事工艺品加工行业。期间临池不
辍，一直徘徊在秦汉魏晋之间，与古为徒，临抄残纸断碑，不
断研练，书风渐进。2017年开始接触篆刻陶印，现代刻字则
师从许乐平老师，后经汪凯、李文宝老师指点，技艺大进，渐
展露个人风格。其刻字作品曾入选浙江省第六、七届现代刻
字展，全国诗经现代刻字展等展览。

《和光同尘》《东方巴黎圣母院》《长屿硐天》《大奏鼓》
《弄潮儿》《碧海金沙》《岛》《台风》《海山》《百川东到海》《天
涯》……此次展出的书刻作品，有不少融入了温岭元素。吴
良永的这些刻在松木（含新西兰松木）、胡桃木、椴木上的作
品，题目往往就以大刀阔斧般的风格刻在上面，与不同书体
的释文结合一起，形成一个和谐的画面，呈现出一种粗粝之
美。程文波在前言中写以良永为代表的众多刻字弟兄刀下
的作品，“态度真诚又大胆，技法古老而原始。既有海的张扬
和腥味，又有酒的兴致和豪逸，暗影与光芒相辅相成，粗粝
裸露，阔斧厚朴，乱石铺街，落色斑斓。充盈着光、线、影、色
的冥想，浸润着时间的温度和力道。”以此来概括吴良永的
书刻艺术作品风格也是比较恰当的。

“刀耕笔耘”吴良永书刻艺术作品展
在温岭展出

艺海弄潮
收获一尾尾灵性的鱼

人的坏情绪之中，哪一种最难受？当下我觉得，“无
奈”是坏情绪之最。

《风起陇西》最后一集，看到荀诩跪坐在戴了重枷的
陈恭面前，用锥心刺痛的表情，一字一句地从牙缝中挤
出：“那就是我荀诩亲手送死了你啊！”

剧中人陷入“无奈”，我作为观众同样无奈。
荀诩和陈恭，身为蜀汉的重要情报人员，一个推理出

了真相，只能烂在肚子里，一个吞下了更多真相，只求好
兄弟“不要查下去”。当陈恭以“叛国贼”的身份人头落地，
围观的人中，只有杨仪、冯膺寥寥几人明白陈恭为什么
死，这样的死，是崇高、伟大的。但他们也陷入“无奈”带来
的一系列心理泥潭中，无法自拔。

理性来说，《风起陇西》的剧情，在陈恭坐在柳姑娘面
前，显露“烛龙”真身时，就已经落入了“推理小说”的套路
中。熟悉这种套路的观众，此刻就算没法推出后面的所有
变数，至少脑中的指南针也差不多对准了终点的大致方向。

推理的乐趣一旦没了，就得看人物是否还有吸引力
了。《风起陇西》的人物群体，相当有魅力。

《风起陇西》改编自知名作家马伯庸的同名小说，是
基于《三国演义》故事之上另起的二次虚构创作。然而陈
坤、白宇、聂远、俞灏明、郭京飞等等男演员，此次形成了
演技竞技场，令剧中大多数非“三国历史人物”的角色们

仿佛真的存在史书夹缝中一般活灵活现，有血肉、有性
格，甚至有信仰。

因为历史原因，国人对于“牺牲”这个词所蕴含的意
义特别熟悉。《风起陇西》尽 24集之力，对准的就是“牺
牲”一词。陈恭只是明面上牺牲的一个知名间谍，在他背
后，死时甚至不知道自己之死是在“牺牲”的冤魂数不胜数。

没有人可以在这么多的牺牲面前，理所当然地用“我
这都是在兴复大汉”一句话说服自己。虽然蜀汉情报机构
司闻曹的高层冯膺、杨仪一次次高喊这句话，观众都知道，
他们不是喊给别人听，是喊给自己听，而且自己都听不下去。

结合司闻曹实施的这一条曲折的反间计所形成的后
果，“大汉”是否兴复了？可以说没有句号，只有顿号、惊叹
号、省略号。

正如英明的诸葛亮向杨仪指出的那样，司闻曹作为
情报机构，对外可以不择手段，然而杨仪用这些手段去扳
倒“大将军李严”，是没有底线、没有原则的行为。

这么庞大的计划，最终对敌国曹魏也没有实质的挫
败，何其荒诞。

没有了推理乐趣，追着人物性格看到最后，还是只能
感到无奈，那《风起陇西》妥妥就是虚无主义了。

好在，还有荀诩在。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觉得荀诩很“假”，在城府极深

的机构干到骨干，怎么会无视人情、规矩两条金线，执意
要查到那该死的真相呢？

有趣的是，我接受了荀诩的“真”，是因为跨剧联想。
饰演荀诩的演员白宇，在另一部高分悬疑剧《沉默的真
相》中饰演检察官江阳。对于真相，不惜一切乃至生命死
查到底的江阳，捋顺了我对荀诩的疑虑。

因为江阳，白宇已经有了国内青年男演员少有的“白
月光”气质。白月光，无论你觉得多么虚浮、遥远，当真的
白月光出现时，你就是会被震撼到说不出话，流下泪来。

陈恭对属下林良说过一番对荀诩的评价，大意是，这
样的人极少，但荀诩就是这样的人。听陈恭如此评价，真
想告诉他，是的，这样的人极少，但真的有这样的人。

任何压碎普通人意志的手段，都压不碎“荀诩”“江
阳”，即使把他们挫骨扬灰了，他们也一定会在自己的骨
灰中为后世留下真相的蛛丝马迹。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相信白月光的存在。《风起
陇西》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但喜欢它的人，都是越来越
相信白月光的人。

月光在黑夜里格外白，人心在苦难时特别真。
在这个影视剧行业也和其他行业一起陷入无奈的当口，

真想敬《风起陇西》全体剧组人员一杯酒，特别是导演路阳。
谢谢你们让我在这个时节，抬头看到这么美的月光。

《风起陇西》：月光在黑夜里格外白

河水潺潺，两岸橘林茂盛，白色的橘花盛开似锦，
偶有几朵落在河面上，随水漂浮。河面上，舳舻千里，无
数的小船满载着新娘的嫁妆，从黄岩县城驶向路桥。这
是昔日南官河的一大盛景。而今每每说起官河，脑海里
依旧会浮现这幅画面。

“县境之水曰河、曰江，在城廓曰县河，入乡区为官
河，或支而为泾。江之正流为澄江，其别浦为西江。”黄
岩自古水网密布，有开凿于五代时期的官河，后逐渐扩
大，与自然形成的溪流河道相互贯通，又有县河，形成
四通八达的官河体系。

这一条条江河纵横交错，干径流域几乎囊括整个
永宁江流域，成就了黄岩“千年水乡”之名。这汩汩流
水，流淌在黄城内外，哺育了一方儿女。

交错水网始于五代

时光回到千年前的五代，黄岩地属吴越国。吴越王
钱镠，也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大兴浙东、浙西水利。黄
岩官河也应运而生。

当时的官河，自县东南一里起，主流由南浮桥开
始，南流至峤岭（今属温岭）一百三十里，陆程九十里，
广一百五十步。有志书记载：绵亘灵山、驯雉、飞凫、繁
昌、太平、仁风、三童、永宁八乡，溉田七十一万有奇。旧
建闸十一座，以时启闭。

随着时间前行，这些官河慢慢扩大，当它们和永宁
江、西江等自然的溪流河道及县河相遇时，黄岩便有了
交错的水网。出门即见水，出行可靠水。

南官河是黄岩城通向南乡、东南乡最大的河道。它
出南水门在金带河与东官河交汇，主干河过杜公桥、梅
关，经樊川、十里铺、桐屿，在路桥与永宁河汇合，然后
过峰江、泽国抵新河入金清港，继续南流至温岭城区。

东官河由五支河干河东流，经山亭街分流，一支南
下至小南门，在金带河与南官河汇合。主流出东水门，
过小东门、陡门闸，再经双浦、山下郎、江口诸村，在下
闸村过蛟龙闸后，曲折东南流，在栅浦汇头金南流至路
桥，与南官河汇合。

西官河，发源岱石诸山，北出桥头王，东流过大树下、
罗家汇、圣堂，出社稷闸，至桥上街南，东流注入西江。

金带河是明代时开凿的，在迎薰门外，西江自西桥
南分支，流入至印山北麓入南官河，连接东官河与南官
河，为西江入官河第一支流。

古时，黄岩还有城墙。官河、永宁江与西江等河流
围绕着黄城，其中永宁江、西江、东官河等皆为护城河，
成为黄岩城一道天然的屏障。

城墙上还有几座水门，是船只航行的通道。官河通
过这些水门，与城内的县河沟通，纵横交错。而县河从
南水门一直向北至北水门是干河，长约1200米。有5条
分流，就是五支河。

五支河北第一支西出大寺巷，第二支西出东禅巷；
南第一支西出横街，第二支西出寺后巷。中支西出道义
巷分流，一支西流至塔院头折北至黄道街，另一支西汇
于城隍庙下，过县衙折北于寿宁坊，然后绕县府一周，西
会于洪家巷，至五马巷与南支河汇合，出西水门入西江。

永宁江、西江、南官河、东官河、西官河、县河……
一条条江、一条条河各自流淌着，却又交错着。黄岩“千
年水乡”之名，慢慢形成。

流淌千年功在社稷

黄岩百折千回的水网，和街道相辅相成，形成典型
的江南水乡格局。这些水资源，灌溉了温黄平原的农田
生产，保障了百姓的生活。

积年累月，官河也会年久壅塞。历朝历代，黄岩有
不少疏浚官河的记载。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奏巡历至台州奉行事件状》中
道：“臣窃惟水利修，则黄岩可无水旱之灾；黄岩熟，则
台州可无饥馑之苦。”

那是淳熙九年（1182），浙东大饥荒，朱熹奉命来巡
视，发现黄岩虽有不少水利工程，但废坏了不少，导致
涝旱灾荒依旧严重。他请得太府万缗钱，疏浚河道，又
建造了回浦、金清、长浦、鲍步、蛟龙、仙浦闸等六闸。

遗憾的是，他第二年就调离了，未能亲自完成。所
幸的是，后任勾龙昌泰在县丞刘友直及地方乡贤协助
下，按照他的意思完成了官河整治和建闸这两件大事。
黄岩连续两年获得丰收，成为当时台州主要的水稻生
产地。“黄岩熟，则台州无饥馑之苦”之说从此流传开来。

官河连接着如今的黄岩与椒江、路桥、温岭，除灌
溉、泄洪外，还有运输的功能。

当年的黄岩城是方圆百里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中
心。拱辰门内外客栈旅馆星罗棋布，商铺作坊林立。永
宁江两岸到处亭台楼阁，驿站邮馆迎来送往。

黄岩丰富的物产资源，造就了悠久的水运历史。而
官河承载着黄岩县城与各乡镇的水上运输，有“浙东小
运河”之称。官河为主，县河为辅，内河运输自五代官河
开凿后就慢慢开始，逐步发展。

沿干河自然形成了一条长街，叫天长街，就是现在
的天长路。当年，从小南门进来，街两边店铺林立。其中
朝西的店铺临河而建，前面是店铺，后面是生活设施，
还有独立的水埠头，用于洗涤和船运货物上下。一幅江
南水乡人家的生活画卷在这里徐徐展开。

那时的天长河很是繁忙，来往船只昼夜不停，尤其
是黄岩城集市日的时候。这些船只从官河满载货物进
入县河，卸货、装货，又从县河驶向官河，运往各地。

黄岩的特产蜜橘、西部的竹木、东南的米麦等物
资，在官河上来来往往，沟通了各地的经济，促进了黄
岩的繁荣。

景色如画还看今朝

黄岩官河流淌了千年，多次淤塞，又多次疏浚。到
了二十一世纪，南官河全线恢复性疏浚也曾开展过，
2013年还成立了东官河综合整治工程指挥部，对东官
河进行全面治理，沿岸建设公园，形成生态景观……

经过陆陆续续的多次整治，黄岩官河不仅仅是历
史遗留的财富，还成为一道美丽的景色。

行走在黄岩城的大街小巷，走在河边，抬头可见一
座桥梁高架在城市的上空。这是东官栈道。2019年，黄
岩区委、区政府提出要精心打造“官河古道”，东官栈道
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官河古道”作为黄岩城市建设的一号工程，依托
东官河、南官河和永宁江、西江河将老城区围成一个

“心形”的特征，利用 12座桥梁，串联起“一江三河”沿
岸的节点空间，从而打造成为一条可“全程通行”的慢
行绿环。

河道沿途布置十二大景点，分别为东官栈道、萃华
晨曦、上河廊桥、江亭古渡、西江闸、五洞桥、老水厂文
创园、卷洞听雨、山水画卷、鹭洲树屋、南官水街、橘源
桥，体现了黄岩的古城文化、商业文化、书院文化、滨江
文化。

其中东官栈道属于人行景观桥，南起南官河橘源
桥，北至环城东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桥梁全长 1458
米，横跨环城南路、横街路、青年路、县前街、环城东路、
东官河路等城区主要路段。

建成后，可以实现人车分流，缓解交通压力，提高
出行效率。东官栈道还将与官河古道项目中其他建筑
相连，成为黄岩亮眼的景观地标。

南官河碧波荡漾，河上那座位于劳动南路西侧的
黄木镂空雕梁打造的永宁桥古色古香，沿岸古街风貌
尽收眼底。这是南官水街项目，也是“官河古道”的一个
重要节点。

项目分为 4个区块，位于劳动南路与南官河交叉
处的东南西北4个方位。结合南官河商业古街历史，保
留场地文化建筑和水利设施，打造时尚的购物、餐饮文
化水街，再现“浙东小运河”商业水岸。

整个商业街将以特色招牌美食为主，聚合现代餐
饮、传统餐饮、轻餐饮、咖啡奶茶饮品、水果面包甜品
等，还有文创、娱乐等为辅，实现休闲消费功能的满足，
打造体验式消费场景。

水流之处是人家，我们见证着官河变迁，忘不了曾
经帆樯如云的官河。千年来，官河之水滋养了我们。如
今千年变幻，交通发展，水利工程完善，官河有了新的
历史使命，在今朝依旧焕发着新的生机。

参考资料：南宋《嘉定赤城志》/民国《台州府志》
/戎怡《千年水乡话官河》《官河治理那些事》/林允华

《天长河边的童年记忆》

——黄岩官河的“古往今来”

条条江河成水乡条条江河成水乡
汩汩流水育人家

本报通讯员叶晨曦/文 王敏智/摄

林 立 /文

本报讯（记者朱丽荔）5月13日，“海疆都会”章安六朝
古砖瓦上的社会图景展在椒江书画院开展，椒江区政协

“椒江史话进万家”活动也由此开启。
“椒江史话进万家”活动是椒江区政协在文化文史领

域一项新的工作载体，将致力于丰富当地文史研究成果、
培养文史研究人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市民
对椒江城市的认同感，提升本土文化自觉和自信。

展厅内，一幅幅生动而富有张力的作品，以拓片形式呈
现。根据砖瓦上所绘内容不同，展览分为人物画像砖、北地
砖、庄园生活场景图砖、瑞兽纹砖等几大主题，全面展现六
朝时期章安以及周边地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们再次

“遇见”1400多年前“海疆都会”的绝代芳华。
六朝古砖瓦上，刻有年号、姓名、古语、制作事由等，这

为六朝时期文献资料相对缺乏的台州提供了大量文字信
息。古砖瓦上精美的图像，包括瑞兽、神仙、佛像、花卉、虫鱼
及几何图案，神秘玄幻，寓意丰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章安作为椒北重镇，曾是浙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章安自西汉设县以来，历经2000多年的峥嵘岁月，沧桑
巨变，给后人留下了蔚为壮观的历史文明。近年来，由于自
然因素和工程基建，六朝时期章安的建筑材料、日常用器
及生产工具，陆续散落地表，尤其以残砖断瓦数量最多。它
们大都模印着精美的文字与图案，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
涵。随着章安故城遗址的面纱逐渐揭开，章安越来越受到
社会各界的关注。

本次活动由椒江区政协办公室主办，椒江书画院、台
州市古玩商会、台州市丹丘甓社协办。当天，还邀请了相关
文史专家现场开讲《六朝临海郡与章安古城遗址》。展出将
持续至 6月 30日，椒江书画院位于椒江海门老街内，感兴
趣的读者千万别错过观展。

6月30日前，可去椒江书画院看拓片展

章安六朝古砖瓦上
留下了什么

“官河古道”十二景之一橘源桥，连接着另一个景点东官栈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