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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五月五，过端午，粽叶青，糯米香；挂菖蒲，带香包……”即将到来的端
午节，台州的公共文化场馆和民间公益组织灵活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方
式，组织开展活泼有趣的民俗文化活动。

线上线下“乐”享多

为配合疫情防控需要，台州多地公共文化场馆采取小型灵活的
线下活动、内容丰富的线上活动双重联动模式。

为充分挖掘端午节文化内涵，台州市博物馆将在端午节举办一
系列活动。6月3日至6月5日，台州市博物馆面向各年龄段青少年发
起线下端午特辑，包括“迎端午，做香囊”“龙舟奔腾 和合台州”龙舟
模型制作、“福禄寿康到”避五毒、“穿透时间的光”仙居针刺无骨花
灯制作。各地博物馆也适时推出亲子类活动，小长假去博物馆感受
独特的端午情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假期，喜欢看展的市民也请期待，各地均已推出精品展。
记 者 了 解 到 ，市 图 书 馆 正 在 布 展“箫 鼓 喧 呼 斗 画 船——

端午节舟竞渡文化展”，市文化馆的诸子空间准备了“市第六届
群星璀璨优秀书法作品展”，观众可通过展览了解龙舟竞渡文化，
品读精品书画。

再如，温岭市博物馆与唐山博物馆联手，重磅推出“唐山皮影
展”，市民可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人文魅力。路桥区文化
馆则携手当地名家工作室、非遗手艺人，带来“积微成著”应微微
书法作品展、“十二月花神”布贴画作品展等。

在椒江，为年轻人打造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也上架了另类的文
化产品。台州市当代美术馆文化驿站将开设“巧手编手绳·五彩迎端
午”体验。位于现代天地、老粮坊的“乐享空间”，还有“乐自由 悦自
在”街头艺人表演，用音乐传递城市的温度。

台州各级文化场馆还利用数字文化资源，通过云上观展、云
端赏舞、云阅读等活动，让观众足不出户，也能享受文化大餐。

端午节期间，台州市图书馆的经典活动“童萌汇小书坊”
故事会、“哈皮小书坊”童书荐读、市民书友会，将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形式开展。黄岩区少年儿童艺术大赛系列优秀视频
展播、名家讲堂之“最是书香能致远”等，荟萃民俗文化、群文
佳作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端午假期，全市各公
共文化场馆都须控制活动规模，视情况开展各类活动，通过限流、
预约、错峰等措施，避免人员过度聚集。请各位市民在线下享受

“文化大餐”时，提前了解各场馆进馆预约程序。

体验传统，传承情怀

端午将至，粽味飘香，近日，我市多地基层社区组织开展迎端午
活动。

椒江、温岭、玉环等地的天宜社工，早早准备好了糯米、箬叶等
材料，联合当地志愿者包好爱心粽，冒雨送至各自辖区残障人士、空
巢老人、低保人员家中。

他们进社区、上海岛、下农村，精心组织游园会等端午主题文
化活动，预热节日氛围。玉环市天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前往大麦
屿街道、楚门镇、干江镇、龙溪镇、鸡山乡，开展了 9 场迎端午活
动。温岭市天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则策划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主
题活动，让基层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习俗。

5 月 28 日，泽国月湖书院举行了“迎端午，书香满园林”游
园活动。身着汉服的小朋友玩起了投壶、灭五毒、接龙舟、知
识抢答等趣味游戏，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收获了有关端午的
传统知识。在温岭市箬横镇，社工们遵循台州的端午节风俗，
和多位空巢老人一起制作菖蒲宝剑，品尝食饼筒宴，现场氛
围其乐融融。

温岭市天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吴浙西介绍，端午系列
活动将持续至 6 月 2 日，计划为泽国、松门、箬横等地送去 9 场活
动。“期待通过有温度的服务，让社会工作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
认可。”吴浙西说。

作为端午节的“重头戏”，台州的赛龙舟活动已蓄势待发。记者
了解到，端午节（6月 3日）上午 9点，路桥区南官河（南潞河路段）、
黄岩区五洞桥附近西江河，将分别上演划龙舟活动。路桥活动由路
桥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和台州市龙舟协会组织，黄岩区活动则由台
州市龙舟协会黄岩官河龙舟队负责。

台州市龙舟协会秘书长吴欣泽介绍，今年他们派出三支
实力相当的龙舟队伍，参与路桥的龙舟赛。活动主要面向青
少年，报名成功的青少年除了现场观摩龙舟赛，还可以体验
划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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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诸葛晨晨文/摄
5月 30日，由台州市美域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创排、反映南宋丞相杜范“清正廉洁、一
心为民”生平事迹的话剧《南宋第一贤相》在
黄岩展演。此次演出由黄岩区委宣传部策划
出品，是黄岩区文化复兴战略工作专班“六
个一批”重点工作中的一个标志性项目。

演出前，记者采访了该剧相关主创和演
员，了解这部剧从酝酿到诞生的过程。

深植台州人文风骨

去年年末，台州市美域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负责人茹福胜就酝酿了一个计划——推
出“宋韵”主题的原创作品。

茹福胜介绍，主创通过前期梳理台州各
地文化资源，发现宋代台州人文荟萃，积淀
丰厚，产生了一些具有浙江标识性和全国显
示度的事件和人物。

《南宋第一贤相》编剧、导演王大伟认
为，挖掘宋韵文化内在的价值，不仅是简简
单单地对当时文化的再现，更是要留给当下
乃至今后的宝贵精神财富。“爱国主义是表
现南宋政治、军事史的关键词，体现了宋韵
文化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在黄岩，就有这么
一位爱国主义代表的人物，南宋丞相杜范。”

杜范，字成之，号立斋，黄岩杜家村人，
生于淳熙九年（1182）。嘉定元年（1208）进士
及第，先后在金坛、婺州、安吉等州县为官。

绍定三年（1230）调入京城，历任监察御史、
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至右丞相兼
枢密使。杜范逝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少傅，谥
号清献。

在提笔创作前，王大伟前往黄岩杜家
村、临海小芝等地采风，还请教了台州多位
文史专家，全面了解杜范的生平事迹。“杜范
以爱国、廉洁彪炳史册，希望借着一方舞台，
去展示杜范为官为民的精神内核，这也代表
了台州人的豪迈大气、谦和正直、开拓进取
的风骨。”王大伟说。

一堂生动的宋韵文化课

春节假期结束，《南宋第一贤相》剧本最
终完成创作。该剧遵循史料，着重选取杜范
在南宋端平年间至淳祐期间的典型史例进
行艺术加工而成，由“直谏”“回乡”“宁国府”

“封城留贤”“就任宰相”五幕组成。
紧接着，约 30位演员进入创排阶段。剧

中，面对李鸣复等奸臣构陷，杜范为惩治腐
败毫不退却、据理力争；寿春城危机，他主张
迎战，展示了主人公治国安邦、惩治腐败的
政治家风采。在杜范身上，又有柔情似水、关
心民生、体恤百姓的一面。他任宁国府知府

期间，当地出现大旱，同情民间疾苦的杜范
“击掌三下”立誓，开仓赈济贫民。在演员们
的演绎下，一幕幕令人动容的场景，将杜范
公忠体国、铁面无私、为民造福的人物形象
刻画得入木三分。

为了展现强烈的历史感染力、艺术吸引
力，该剧引用全息现代舞台表现手段，并穿
插“诗词书画”“沙埠窑宋瓷”“建筑风物”等
各类与宋文化有关的元素，追求具有表现力
以及戏剧性的“诗化意象”。如剧中主人公用

“葱羹麦饭”招待富商友人的情节，就是出自
杜范的诗作《贻富室翁》“葱疗丹田麦疗饥，
葱羹麦饭两相宜。请君试上城头望，多少人
家午未炊”，也突显了杜范清正廉洁的形象。

杜范饰演者陈宇轩告诉记者，这是他第
一次挑战历史题材话剧。该剧立足于丰富的
历史素材突显人物形象，这对他来说，在台
词理解、角色揣摩上又是新挑战。

让陈宇轩印象深刻的一场戏，就是宋理
宗赵昀礼贤下士，甚至想出封城来挽留杜
范。剧中，君臣进行一番推心置腹的对话，他
和赵昀的饰演者设计了皇帝向杜范鞠躬的
动作。这样的戏剧安排，升华了作为一位敢
于进言直谏的忠臣之于国家社稷的重要意
义。“杜范一生为社稷黎民负重前行，对理想
从一而终的坚守，给后世带来很大的启迪。”

话剧《南宋第一贤相》成功演出

以文艺精品擦亮“宋韵台州”名片

王大伟

作为一名话剧编剧，当我接到体现台州
“宋韵文化”的创作任务时，思绪万千。在传统
社会的台州，没有哪个时代能像宋朝这样，重
视文教，名士辈出，商业与海外贸易发达，市
民生活风雅，富庶。当然，台州的“宋韵文化”
不但有花前月下、只此青绿的美，更有慷慨激
昂、清廉如水的大气。创作台州“宋韵文化”剧
目，不能缺少台州符号，特别是台州有山的硬
气，水的灵气，更有流淌在台州人血液里铁骨
铮铮的正气。结合以上所有台州特质，我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南宋一代名相杜范。

杜范是黄岩人，家住翠屏山下的杜家
村，是黄岩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从政，荣登一
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为人，爱国爱
民，勤政廉洁。南宋理宗皇帝赐他谥号“清
献”，世称清献公。其奏章被皇帝誉为“开诚

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杜范是一名文
官，在治国上表现出了非凡的相才，同时在
御敌上表现了杰出的帅才，是名副其实的

“文武双全”。更可贵的是他爱国爱民、安贫
乐道、清廉自守、一生正气。清廉是杜范政治
生涯的本色，爱国爱民是杜范人生理念的追
求，血性是杜范精神正气的写照。

如此，我的创作方向就很明确了，以杜
范的安贫乐道、清廉自守、文武兼治的治国
表现和一身正气的精神、爱国爱民的思想
为主线，同时展现“宋服之冠、宋瓷、五洞
桥、宋词”等宋朝特有的特别是台州独有的
文化符号。

这一剧本创作历时 6个月，易稿 12次。
从杜范进入仕途后成为一名台谏官，面对李
鸣复等奸臣不畏强权，直谏皇上应该“整顿
朝纲”但遭到失败，在留下一句“鸣复不去则
臣去”后辞官回到家乡黄岩。

两年后，在皇帝再三要求下，杜范赴宁
国府就任知府。面对大旱、灾民危机，杜范

“击掌三下”立誓为民鞠躬尽瘁，由于政绩斐
然，杜范升官二品回京。

回京后，碰到“北大门”寿春城危机，杜
范再次挺身而出主张积极迎战，但遭到时任
宰相的阻扰。杜范失望至极再次愤然辞官，
这次皇帝“封城留贤”，亲自来到杜范“软禁
居所”与杜范推心置腹，并亲命杜范为宰相
并挂帅迎战寿春城。杜范不负众望，寿春城
大捷。作为宰相，杜范呕心沥血为大宋献上
治国“五事十二策”，从而实现了他一生为国
为民的伟大抱负。

创排话剧《南宋第一贤相》，既是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是跟传统文化的一次

“对话”。这是让宋韵文化“活起来”的一次生
动实践，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次尝试。

台州宋韵文化“活起来”的一次生动实践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文/摄
目前，浙江省各地正大力推进民生实

事工程“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所谓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是指城乡居民走
出家门，步行约 15 分钟，即可到达身边的
公共文化场馆（空间），享受高品质的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
上周，椒江区构建“高品质文化生活圈”

项目正式启动，活动重点推介了文化驿站、
乐享空间等椒江“高品质文化生活圈”品牌
联盟。针对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多元的文化需
求、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等问题，椒
江区交出了自己的一份答卷。

公共文化新空间涌现，
塑造个性文化地标

老粮坊文创园是台州高人气的文化创
意聚集地之一。新入驻的文化驿站、乐享空
间，为园区增添了良好氛围。

4月底，位于该园区的台州市当代美术
馆文化驿站正式对外开放，这也是台州建成
的首家文化驿站。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文化驿
站作为老粮坊文创园内嵌式的文化设施，在
设计上符合年轻群体的审美，其功能实现了
与周边环境互动，为市民提供文化分享、艺
术普及、互动交流、文旅资讯等多种形式的
服务。该文化驿站自4月开放以来，每周定期
推出各类文化艺术分享和体验活动。

5月 20日起，文创园内“乐享空间”舞台
常态化开展“乐自由 悦自在”街头艺人活
动，不同主题的音乐秀在这里上演。

椒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共服
务和艺术科副科长梁笑笑介绍，新建的公
共文化设施会按照“15分钟公共服务圈”建
设理念以及服务人群、覆盖区域科学合理
的布局，打造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公共文
化活动场所。

记者了解到，美术馆文化驿站被纳入椒
江区海门街道建设社区的“15分钟品质文化
生活圈”，再加上辖区内椒江区青少年宫、椒
江区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建设社区“文

化圈”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而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将在椒江全区

“遍地开花”，并成为当地的文化新地标，让
身处其中的市民，在文化空间体验上有更多
新选择。

目前，椒江区正进一步拓展城乡公共文
化空间，合理安排文化服务半径，通过“365
公益课堂”“惠民剧场”等文化惠民活动，大
幅增加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使得城乡群
众就近享受到公益文化活动。据悉，今年，椒
江区将推进建设85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1家文化驿站、2家和合书吧等多项民生
实事项目，目前进度已达80%。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城市散发人文芬芳

在椒江，公共文化空间越来越“年轻”
了，还孵化出了“另类”的文艺服务和内容
提供者，为提升城市文化艺术氛围注入新
动能。

启动仪式上还公布了第一批乐享空
间签约团队，并为首批共享钢琴捐赠人颁
发证书。

据了解，4 月起，椒江区文广旅体局面
向社会发起“共享钢琴”招募令，最后由 3
位爱好音乐、热心公益的社会人士捐赠 8
架钢琴。这些钢琴摆现已落户椒江青悦城
党员驿站、台州海上客运中心、椒江区文化

馆等 8 个点位，人与琴形成了椒江一道独
特美丽的风景线。

“乐享空间”则是在街头搭起方寸舞台，
招纳街头艺人，用音乐传递城市温度。

5月 20日至 5月 21日晚，“乐自由 悦自
在”街头艺人活动拉开序幕，在老粮坊文创
园乐享空间、现代天地乐享空间连演两场。

首日演出，椒江区文化馆馆办团队“瑜
乐团”亮相老粮坊，为观众带来一场中西结
合的器乐演奏会。次日，在现代天地，键盘手
大宝和90后主唱蓉蓉组成青口乐队，现场弹
唱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流行乐曲。不少市民被
街头艺人的歌声吸引驻足，跟着哼唱起来。

大宝来台州已有10多年，有着丰富的音
乐从业经验，“只要能唱歌，在哪都是舞台。
我非常支持这个活动，街头艺术也能反映出
台州这个城市的生机与活力”。

乐享空间的一角，还立着“街头艺人”的
招募海报。00后音乐爱好者小轩，在看到海
报后当即决定报名，“这个活动比较新颖、包
容，希望能借助这个公益平台，展示自己才
能”。

梁笑笑说，目前，椒江首批乐享空间共
签约了9支乐团，涉及流行、摇滚、中西乐器、
越剧演唱等音乐类型。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形势下，每周末，老粮坊文创园和现代天地
的乐享空间都会开展演出，相关活动动态通
过官方平台“枫山文语”发布。“期待越来越
多民间文艺工作者能加入我们，为椒江街头
带去不一样的风景。”她说。

椒江涌现文化驿站等公共文化新空间，街头艺人、共享钢琴成为椒江独特的人文风景线……

创新构建高品质公共文化空间，推动椒江公共文化服务升级

《南宋第一贤相》演出现场。

55月月2121日晚日晚，，““乐自由乐自由 悦自在悦自在””街头艺人活动在现代天地乐享空间演出街头艺人活动在现代天地乐享空间演出。。

助企纾困 稳进提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