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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台州非遗·下篇

本报记者单露娟

在台州各种博物馆中，民办博物馆占据
了“半壁江山”。其中，民办非遗博物馆是不可
小觑的一部分。

这些非遗博物馆集展览、保护、传承、体
验、转化等功能于一体，共同打造出台州靓丽
的“非遗名片”。

文化展示，传承保护

初夏，天气还算不上炎热。周末，位于玉环
市漩门湾观光农业园神农广场左侧，刚刚修整
一新的农展贝雕馆吸引了许多家长和孩子。

该馆占地 2200平方米，由农耕、种子、环
境、渔业、海洋、贝雕 6个场馆组成。前 5个展
馆陈列着传统农具、谷物等与农业息息相关
的物品以及各种捕鱼工具，展示着悠远的玉
环海岛农耕文化；贝雕馆则陈列着由扇贝、小
米螺等贝壳以及铜丝、胶水等原材料制作而
成的工艺品。

贝雕是玉环“三绝”（岩雕、贝雕、根雕）之
一，享誉海外。它是一种造型艺术，不同形状、
大小、纹理、色彩的贝壳，经过加工处理后，在
贝雕艺人的手里变成龙鳞鱼尾，鸟羽草丛。
2006年，玉环贝雕被列入第一批台州非物质
文化遗产。

走进贝雕馆，最吸引人的是一条东方巨
龙，它由 1600个橙色的扇贝雕刻而成，在灯
光下熠熠生辉。馆中还陈列着其他彩蝶、金鱼
等小件作品，长度虽仅三五厘米，却也栩栩如
生、神韵十足。这些融趣味性、知识性、观赏
性、艺术性于一体的贝雕作品吸引了许多游
客驻足。

该馆工作人员介绍，贝雕馆内一共展示
了 500多种贝壳、500多件海洋标本以及 240
余件贝雕艺术品。其中，所有的贝雕艺术品都
是贝雕艺术传承人郑高金老先生捐赠的。“他
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
玉环的非遗文化，展示我们玉环的海洋文化
特色。”

城市的另一头，位于椒江区中心大道上的
吴子熊玻璃艺术馆也深受市民和游客的喜爱。

吴子熊玻璃艺术馆由台州玻璃雕刻技艺
的省级传承人吴子熊创办，是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基地。全馆占地 7000多平方米，
分为荣誉室、放映厅、中国馆、世界馆、水晶馆

等十几个各具特色的展馆。
馆内陈列着吴子熊一家三代几十年来创

作的各种玻璃艺术精品：有入吉尼斯纪录的
当今世界首张最大的玻璃报纸——1949年
10月 1日出版的《天津日报》；有国内唯一一
件长达15米的大型凸浮雕艺术作品《八十七
神仙图》；有玻璃雕刻名人画廊，世界各国总
统、历届奥运冠军等肖像都可以看到；还有全
国唯一的玻璃雕刻书法长廊，数百位政治家、
书法家的赐墨被全部采用凹凸雕刻的技巧雕
刻在玻璃上……

以砂轮作笔，用玻璃作画，并不是件简单
的事儿，需要百分百的注意力。从描线到雕
刻，每一个步骤都得慢慢雕琢。

在台州，类似这样有意思的非遗博物馆
还有很多。

2009年，“同康酱酒酿造技艺”作为传承
百余年的传统技艺,被列入台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并名列优秀传统技艺。

作为传承中国黄酒文化的代表和传承百
年酿酒工艺的酒厂，同康花大力气加强酒文
化建设，投资500万元，于2014年2月建起同
康酒文化博物馆。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博物
馆，古朴典雅又不失时尚，融知识性、趣味性
和学术性于一体，追本溯源地展示了中国酒
文化的清晰背景及深刻内涵，涉及民俗学、史
学、经济学等多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行走于馆内，不时能闻到黄酒的缕缕清
香，古时的盛酒器皿陈列在玻璃柜内，展示着
中国的酒文化。更有各种打印了酒知识、制作
精致的竹质卡片，令人观后受益匪浅。在馆
内，还可以充分了解到手工作坊的酿酒过程、
台州酒文化历史以及同康酒业的发展轨迹。

“建这个博物馆不仅仅是为了体现百年
文化，更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认
识和了解同康，打造台州特有的酒文化。这个
博物馆也是台州酒文化的教育基地，更是台
州的一个文化品牌。”浙江同康酒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卫平说。

互动体验，“活化”非遗

除了静态的展示外，许多非遗博物馆还
设立了体验区，让参观者对非遗项目有更直
观更深刻了解的同时，也让非遗“活起来”。

王氏大花灯制作是分布在温岭市石桥头

镇上王村的一种特大型彩灯扎制技艺，大花
灯主要用于元宵迎灯活动，早在清末民国初
年就以“高、大、精”而名闻台州六县。

可惜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保存在王氏
祠堂中的王氏大花灯骨架被当作“四旧”破坏了，
此后几十年里，再也没有举行过迎大灯活动。

直到 2000年，在上王村村民王春梅、王
用堂等人的努力下，王氏大花灯才恢复制作；
2009年 7月，“王氏大花灯制作技艺”入选浙
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保护和传承好这个非遗项目，近年
来，上王村在村文化礼堂里建立了王氏大花
灯博物馆，除了展示花灯成品外，还将花灯的
制作工艺用图文形式进行传播。

此外，为了让前来参观的游客能够切身
体会到非遗的魅力，“王氏大花灯制作技艺”
传承人还在博物馆里开启了体验课。

“学校里的孩子是主要的体验对象。周末
或者非遗活动日的时候，他们有需求，我们就
会在博物馆设立的体验区给他们授课。很多
人在学习了几次后，也能完成简单的小花灯
制作。”“王氏大花灯制作技艺”传承人王秒顺
表示，“接下来，我们还准备和学校合作，直接
去学校开设课程，培养更多的非遗传承人，也
希望我们的花灯以后可以形成一条产业链，
让我们村的村民走上共富道路。”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相比较单调的图
文科普模式，这种“沉浸式非遗体验”项目确
实更受游客欢迎。

2019年10月，位于天台石梁镇的天台山
云雾茶非遗陈列馆成立。这家占地面积约
1500平方米的茶博物馆，包括 500平方米左
右的室内展示区和 1000平方米左右的户外
观光采摘体验区。

室内展馆区分为天台山云雾茶非遗陈列
馆、天芽农业企业文化区、茶室休闲区（内设
天台山绿色高山特产）及天石芽服务办公区；
室外文化产业体验区毗邻陈列馆，是一个茶
叶采摘的体验基地。

每年4到6月是采茶的季节，为了让游客
能够品尝到自己亲手制作的香茗，陈列馆会推
出茶科学与茶文化现场体验活动。“游客们都
很喜欢这个体验活动，报名参与的人很多。”

此外，每年暑假，陈列馆还会开展 3至 5
期茶科学与天台山云雾茶茶文化研学行活
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玩耍的同时对茶文
化也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黄酒文化，同康
酒文化博物馆内也定期推出同康黄酒酿造
DIY、同康小课堂、酒道表演、黄酒鉴赏等一
系列特色活动。该馆负责人介绍：“现在的很
多年轻人都喜欢DIY手作，于是我们设立了
手工体验课程，有兴趣的游客不仅可以参观
作坊酿造黄酒的过程，还能亲自体验，完成作
品后还可装箱带走，作为独特留念。”

同康小课堂则是一项集黄酒存放、开坛、
品酒于一体的体验活动。博物馆内特意设置
了文化学习区域，游客可以坐下来，一边通过
投影穿越历史，欣赏黄酒文化，一边鉴赏黄
酒，感悟黄酒精髓。

文旅融合，带动共富

非遗博物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覆盖面
广，饱含着当地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已成
为展示非遗文化、活跃民间交流、树立文化自
信，促进文旅融合的重要平台。

在临海紫阳街上，有家张秀娟剪纸博物
馆，空间不大，但陈列的剪纸作品却十分丰富
精致：惟妙惟肖的虫鱼花鸟兽、栩栩如生的金
陵十二钗、笔力遒劲的古典诗词篇章，还有
2.7米长、0.9米高的“建党九十周年”献礼图，
等等。

剪纸博物馆馆长张秀娟是浙江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临海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她从
小学习剪纸，在剪纸道路上，执着追求，辛勤
探索，剪纸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奖项。

紫阳街作为台州府城旅游景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而作为紫
阳街上的非物质文化业态，张秀娟剪纸博物
馆在促进文旅融合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积极
作用。

除了展品陈列外，张秀娟还在博物馆内开
展了剪纸体验课，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体验。

在文旅产品开发上，张秀娟也有自己的
想法。“除了普通的小型生肖剪纸作品，可以
作为结婚、新家乔迁的礼物，可收藏的藏品
外，我们还设计了一些融入剪纸元素的小物
件，比如将剪纸附着在书签、挂件和丝巾上。”

作为名声在外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基地，吴子熊玻璃艺术馆也是当地文旅产
业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该馆负责人吴刚告诉记者，开馆至今，吴
子熊玻璃艺术馆迎来参观者计20余万人次。
开馆之初，参观者每人次收取门票 30元，从
2020年 2月 22日开始，免费对外开放，“免门
票后，首月参观就达3000多人次”。

“以前，来馆里参观的大多是旅游团体、
企业单位组织的员工和学校组织的学生群
体。免费开放后，散客增加了不少，除了台州
市民，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吴刚介绍，
如今，参观者只要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入，门口
的工作人员会根据电脑上的显示记录入馆人
员信息。在登记本上，记者看到一些以“44”

“12”“32”开头的身份证号码。“这些是外地来
的参观者。”吴刚表示。

自古以来，黄岩区富山乡半岭堂一带村
民皆以造纸为主业，其古法造纸技艺历经百
年流传，直至现在依然保存完整，是台州市唯
一“活着”的古法造纸遗址。

目前，竹纸制造技艺已入选省市两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半岭堂也被评为黄岩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为进一步做好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与
发扬，富山乡建设了半岭堂古法造纸博物馆，
70多件馆藏品以图文、实物展示等方式，展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利共赢的美好场景。博
物馆旁边还设立了原汁原味的造纸工艺体验
区，游客可以通过实际操作亲身体会造纸文
化的魅力。

自开放以来，半岭堂古法造纸博物馆充
分发挥古法造纸陈列馆的职能作用，认真落
实免费开放政策，在改善基础设施、开展业务
培训，提升服务质量，加强未成年人教育等方
面做了一定的工作，每年吸引众多游客特别
是中小学生来参观体验。

“下阶段，我们将深入挖掘古法造纸记忆
的文化内涵，结合半山地域的文化底蕴和乡
村旅游，打造半山村经济发展新引擎，不断提
高古法造纸陈列馆的知名度。”该馆负责人郑
素琴表示。

贝雕馆、玻璃艺术馆、酒文化馆、大花灯馆……

这些非遗博物馆，个个值得打卡

元 萌

近年来，非遗频频“出圈”，无论是圈粉无
数的非遗文创，引起打卡热潮的非遗旅游路
线，还是搬上银幕或群文舞台的非遗作品，可
以发现，传统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正以更鲜活、
更生动的面貌在世人面前转身，实现了非遗
在新时期的蝶变升级。

在第 17 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
际，记者们聚焦“非遗之力”，从生命力、创新
力、共富力等多元角度，将目光投向台州文化
遗产领域的生动实践，看台州非遗如何在代
代相传和与时俱进中坚定属于台州的文化自
信。

传承非遗，生命力是根基。非遗技艺大多
历史悠久，既需工匠精神一以贯之，也需新鲜
血液活化传承。目前，台州拥有国家级非遗项
目17项，省级非遗项目106项，市级非遗项目
382项。守护现存的非遗精品，使其焕发出新
的生机，离不开非遗传承人的代代守望。“老
带少”“一带多”，传承使命如薪火相承，才能
让非遗的火种永续不息。

活化非遗，创新力是灵魂。非遗文化，不
仅要传承，更要传播，要实现活化创新，让非遗
文创、非遗展演、非遗景点等“非遗+”产业以
更为多元的面貌展现活力，让一门门古老的
手艺变为跨界转型、多产融合的事业。随着流
量经济的发展，传统非遗纷纷“触网”，以线上
传播的方式打开了“非遗热”的新局面，非遗展
演、非遗课程、非遗影视、非遗文创销售等多样
形式，拓宽了非遗产业化的种种可能。非遗传
承人，摇身一变成为非遗民宿主、非遗体验官，
让非遗元素与文旅创新结合，不仅让非遗走
向山海远方，也让市民出行更有文化味。

开发非遗，共富力是动能。今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保护：时代共进
人民共享”，意味着文化遗产领域的共建共享
逐渐成为当下的主要发展方向。如今的博物
馆，不仅承负着文化遗产保护与推介的责任，
更承担着新时代以文润富、“活化”文物的使
命。台州的多家乡村博物馆、民俗博物馆，与
当地的文化场所、特色景点等联动，开发振兴
乡村文化的特色IP，借助全媒体平台，开发数
字博物馆、掌上博物馆等多元业态，全方位发
掘馆藏文物价值，真正做到文化惠民利民，全
民共享。

非遗的传承、创新、共享，离不开的是人。
如今，非遗不仅是传承人坚守的阵地，更是全
民视野所及的重要领域。我们欣喜地发现，越
来越多的年轻群体开始关注并投入到非遗文
化领域中，用新兴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讲好
非遗故事，让古老的非遗成为未来一代代年
轻人看得到、记得住的“文化乡愁”。

非遗之力

本报记者陈伟华文/摄
初夏时分，草长莺飞，我从一个地方穿行

到另一个地方，只为一道名叫“豆腐圆”的风
味小吃。

一家地道的美食店

车子翻山越岭，穿过一片烟雨，最后抵达仙
居县皤滩乡。皤滩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位于椒
灵江流域与浙西丘陵山地的水陆交汇点，是古
时浙盐进赣的必经之地，被誉为“盐路明珠”。

在皤滩乡大桥南路，有一家蓓蓓土菜馆。
该店分上、下两层，一层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4
张八仙桌，二层则设有8个包厢，为中式古典
装修风格，简约大方，又不失时尚格调。

店主徐丽娅此时正在厨房里，忙着做豆
腐圆。她面前的汤盆里，盛有豆腐、盐、猪肉和
葱等食材。

早前，她曾跟着母亲在永安溪路开了一
家小小的土菜馆。母亲做大厨，她就给母亲打
下手，吸引了很多本地食客。2008年，她们把
店迁至大桥南路，至今已有十余年。

她们店的拿手好菜，正是仙居小吃豆腐
圆，食材来自村民家手工做的卤水豆腐，以及
赶早上街买来的新鲜土猪肉。

“在仙居很多人家每逢佳节或婚宴，都有
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那就是豆腐圆了。我认
为做豆腐圆的最高境界，是饱含汤汁、松而不
散，一口咬下去，喷喷香！”徐丽娅说。

在徐丽娅的一双巧手下，很快，一只只豆腐
圆依次排开。她做的豆腐圆，个头比较大，单个
重量大约二两左右，看上去，类似于“狮子头”。

徐丽娅回忆，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差，
豆腐是常见食材，吃猪肉的机会却很少。平
常家人做的豆腐圆没有猪肉，只有逢年过
节，她才能吃上几个有猪肉的豆腐圆。对她
而言，儿时吃猪肉豆腐圆的记忆，是一种奢

望享受。

豆腐加土猪肉

仙居谚语中有“廿九泡鲞
剁肉圆”之说，可见豆腐圆是仙居
人过年必备的一道美味菜肴。

如今的仙居是一座“晚睡早起”的城，龙
虾馆、烧烤铺、油炸摊，“夜宵经济”大多由年
轻人拉动。但对老一辈人来说，每天凌晨，他
们是在磨豆腐的石磨声中苏醒的。

尽管机械化生产早已实现，但在仙居，当
地人始终坚持手工制作，分为“拣、砻、浸、磨、
沥、煮、捞、打、裹、翻”等十道工序，磨出的豆浆
大锅煮沸，点上盐卤，等待凝结。而后倒入模
具，用重物施压，再挤去多余的水分……每一
天，街头巷尾都飘着新鲜豆浆和豆腐的清香。

“豆腐形态多变、味感丰富、质地纯净，在
仙居人的饮食里，它被赋予各色吃法，豆腐圆

是其中的一种。做豆腐
圆时，除了要用卤

水豆腐之外，还
要用土猪肉。
用土猪肉做
豆腐圆才有
小时候的味

道。因为土猪
生长期长，吃

的是番薯和萝卜
等饲料，肉质也较一

般规模化饲养的猪肉来得
更鲜美和有劲道。”徐丽娅说。

土猪肉配上豆腐，质地变得更加鲜嫩；豆
腐吸收了肉汁，豆制品本身的鲜味就自然得
到提升；再加上少许的葱和精盐，两者的鲜味
变得饱和。这样制作出的豆腐圆，才会口感丰
富、层次分明，让人拍案叫绝。

一碗家乡的味道

徐丽娅的手艺，是早年跟母亲赵玉梅学
的，制作流程也算不上复杂。

将精挑细选的上好土猪肉放在砧板上剁
碎，最好是剁成糊状；再将鲜嫩的卤水豆腐捏
碎，拌入精肉糊中，揉捏均匀；最后加入盐、酒
和姜丝、葱等，制作成橘饼大小的“圆子”，放
入烧热的油中将其两边煎黄，之后豆腐圆就
可以出锅。要注意的是，不能将它做成滚圆，
而是要略呈扁圆形，旨在警示家庭成员不可
自满得意，要继续团结努力。

做好的一只只豆腐圆，看上去像橘子，象
征着吉庆团圆。入口后，顿觉表皮酥脆、松软
爽口、细嫩滑软，鲜美极了。

“肉圆的制作，其实各地都有，只是在选
材和制作方法上不同。仙居豆腐圆的特别之
处，在于与猪肉搭配的卤水豆腐。卤水豆腐在
仙居的制作历时已久，它比一般豆腐要来得
鲜嫩，没有石膏豆腐的异味。”徐丽娅说。

而豆腐圆的烹饪方法，在仙居也有多种。
有人将它置放于油锅，炸成金黄色，再直接食
用；有人用香菇、笋丝和葱白，于水中煮沸，再
放入豆腐圆，取而食之；还有人将豆腐圆与番
薯粉丝、白萝卜片同煮，制成后美味可口。另
外，也可清煮豆腐圆，可以保留豆腐、精肉本
身的滋味和精华……

仙居豆腐圆：味蕾的乡土情结

评论

玉环市漩门湾农展贝雕馆。（本文配图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黄岩区富山乡半岭堂的古法造纸技艺历
经百年流传，直至现在依然保存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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