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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得社，是一个以“弘扬台州
和合文化”为艺术宗旨、倡导“和而
不同”学术思想的民间书法社团。
虽然刚成立不久，但自成立起它便
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文化辨识度。

上月 10日，十得社成立暨“十
得缘起”书法展在台州一水美术馆
举行，展出了五位创始社员的 30
多件书法作品。

文人结社自古有之，文人雅士
间崇尚风雅，以诗书会友本是结社
的初衷，但最终往往能促进学术的
繁荣、文化的争鸣。台州有着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一座天台山，使
历代文人墨客接踵而至，留下了几
千首的诗词歌赋。一地，有一地的
文化标识；一地，有一地的人在做
着文化传承的事情。

十得社的成立源于一次日常
的闲聊。一水美术馆成立于 2020
年岁末，是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方匡
水教授创办的私人美术馆。那时一
水美术馆正在举办首秀之展，张林
忠因个人书法展也正在和美术馆
对接。两人无意中说起结社之事，
想不到一拍即合。

说干就干！军人出身的张林忠
做事雷厉风行。创始社员很快确
定：蒋挺辉、张林忠、吴承东、方匡
水、於群英。五位社员都为 70后，
都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们艺
术风格迥异，学书经历也不尽相
同，但皆喜欢中华传统文化，遵循
和而不同的学术思想，以书法艺术
为纽带，自愿结社。可谓嘤鸣今汇，
足慰彼此平生！

说起社名，大家可是颇费了一
番脑筋——首先要体现台州当地
文化特色，其次要有很高的文化辨
识度，让人一看就会联想到台州。
初步选定的候选社名有“十得社”
和“观澜书社”。盖因台州是中华和
合文化的发祥地，寒山、拾得被誉
为和合文化的标志性人物，社名

“十得”即取“拾得”之谐音，有台州
地域文化之内涵。而观澜书社，取
宋淳熙年间“台州大儒”、朱熹学
友、理学家、教育家石墪的号，石墪
讲学之所也称观澜书院，但不久就
发现，观澜书社和温州瓯澜社雷
同，而台州某地有新办的学校冠以

“观澜”之名，遂弃之不用。
最终，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用

“十得”。“十得”除了与“拾得”谐音
之外，还有完备、齐全之意。老子

《道德经》曰，“道者，物之所由也；德
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朱熹
在《四书集注·学而篇》中说，“德者，
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由
此，社团名称终于确定。十得者，也
是艺术家自身的目标：修心、行道
完备。

因书法结缘，因和合文化结

缘，很自然，第一回书法展的主题
被定为“十得缘起”，作品内容均为
历代书写台州的古诗词赋。著名辞
赋家苏绍康先生欣然为十得社作
赋，著名书法家鲍贤伦先生为十得
社题字。另外，中国书法家协会理
事、教育委员会委员仇必鳌先生和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湖北书法家
协会主席孟庆星先生分别为展览
题词。这些都给十得社全体成员以
莫大的鼓舞。

十得缘起，相应同声。五位书
法家以“十得”之缘，和笔底弦歌，
约定每人以拾得诗为内容各作书
一件，依吴承东篆书、张林忠隶书、
方匡水草书、於群英楷书、蒋挺辉
小楷排列，犹若五珠，和而不同，联
成一卷。台州书画院原院长陈广建
先生欣然手书卷首“拾得遗珍”四
字。随着长卷《拾得遗珍》的完成，
展览作品全部创作完毕。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得知
十得社结社和准备举行书法展后，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台州市
书法家协会主席王波先生为展览
题写了展标“十得缘起”。展览的时
间最终敲定在 2022年“三月三”。
一方面，大家寄希望于开春的时
候，疫情会得到控制，另一方面，

“三月三”也是雅集的好时机。
春节过后，台州市档案馆“山

海清音”台州和合文化书法展于 3
月初开展，“十得缘起”书法展为此
又一次延期。2021年到 2022年上
半年，由于疫情等种种原因，十得
社第一回书法展时间一拖再拖，前
后延期四次，但全体社员团结协
作，不计个人得失，各种工作有条
不紊地开展。

2022 年 7 月 10 日，在一水美
术馆举办的首场展览，吸引了台州
当地众多文化名流，大家共赴一场
盛夏的雅集，见证了十得社的创立。

开幕式上，王波先生希望十得
社要坚持传承、发展，追求艺术，无
私奉献，淡泊名利，共同为台州书
法事业出力。

当天的学术研讨会上，大家围
绕着民间结社、社员艺术纷纷发
言。与会嘉宾都对十得社寄予厚
望，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比如台州文史专家王及先生
说，“结社只是一个形式，但同好一
起，便对艺术的快乐有了更多的内
涵”；台州书画院原院长陈广建先
生强调艺术要心存谦虚；台州市作
家协会主席金岳清先生希望十得
社的发展能围绕艺术个性、艺术语
言进行思考。

一个地方的艺术史，需要一代
接着一代人去书写和创造。从起意
到诞生、办展览，十得社或许正在
书写着台州民间书法结社的长卷！

——台州民间书法社团十得社诞生记

和而不同和而不同 笔墨会友笔墨会友

“清汤半碗润吟喉，满腹凉生暑气收。一
片热肠都洗尽，小窗高卧看牵牛。”骄阳似火，
搬了一会儿的砖，累得口干舌燥、汗流浃背，
赶紧回屋来，狂吹风扇，饮下几大碗妻子煮的
冰镇绿豆汤，暑气这才渐渐消散。

我对“绿豆汤”的好感，既是出于对其特
有的清香味的偏爱，也是一种执念——儿时
的暑假里，母亲常煮“绿豆汤”给我们消暑、解
渴——这种颜色清亮、口感香甜的汤水，差不
多是小时候喝过的最好的绿色“饮料”了，它
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知了聒噪的夏天，
消减了酷暑带来的烦躁和不安。

每个暑天的早晨，母亲都会早早起来，开
始准备早点，还有够家人喝上一天的绿豆汤。

绿豆汤好喝，制作也较简单：先将量好的绿
豆洗净，用滚烫的开水泡个十几分钟，再“冰
镇”一下——那会儿乡下还没有冰箱，一般是
盛于容器中，放在井水里冷冻，效果却也不
赖——一冷一热，能让绿豆更容易“出沙”，口
感更好。冰好的绿豆，加五六倍量的清水，开
中火煮沸，开锅放入适量的冰糖或白糖调味，
转小火再焖个十几分钟，香甜、爽口的绿豆
汤，就算出锅了。至于如何让绿豆汤看着绿油
油的，卖相更好，这里头有些讲究：一者就是
熬汤的锅最好用砂锅，或者是不锈钢锅，忌用
铁锅；再者是熬制的过程中，尽量不要掀开锅
盖，避免绿豆和空气接触，氧化变色；有条件
的话，放冰糖的时候，挤半个柠檬的汁水进
去，绿豆汤的颜色会更绿。

熬好的绿豆汤，盛在大瓦罐里，在井水里
“冷冻”一下，或者放阴凉处凉透了，口感更
棒，一口下去，唇齿留香、透心凉，消暑、止渴
是最好不过的。中午或傍晚时分，待父亲收工
回来，母亲早已在院子里的树荫下支好桌椅
板凳，一家人团团围坐，吃着母亲亲手做的红
糖馒头、花卷，喝着冰凉、甘甜的绿豆汤，前者
抗饿，后者解渴，“叽里咕噜”之间，把味蕾、肠
胃抚慰得熨熨帖帖，一个字：“美！”

我家还有一个传统——在暑天的时候，

给路人提供绿豆汤、凉白开等解渴——据说
是从太婆那辈开始的。要说起来，也是有这个
条件，老家的位置就在路口，是大部分乡亲赶
集的必经之路。那时候，还没有超市这一说，
小卖部也是极少的，一般人舍不得花钱买饮
料或冰棍，渴了就近讨点水喝，更多的人则是
忍着。我太婆和奶奶那一辈人，是吃过大苦
的，能切身体会赶路人的辛苦与不易，于是每
年的三伏天里，就在自家门前的槐树下搭起
个凉棚，放上几张桌椅板凳、几大桶绿豆汤和
白开水，免费供过路人歇息和解渴——水是
上好的山泉水，从山上挑回来的，绿豆是自家
种的，费些时间熬起来，虽说不值钱，却也是
一片心意，实打实地满足了一些暑天赶路的
乡亲的朴素愿望——想喝口“凉的”。俗话说：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个小小的“便民茶
水摊”，在助力乡邻们的同时，也在我幼小的
心田里，播下了“助人为乐”的种子。

时间如白驹过隙，眨眼几十年过去，我们
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也会像母亲一样，在暑
天里，给孩子们熬绿豆汤喝，既是解渴，也是
怀旧。老家的“茶水摊”也还开着，只是传到了
母亲的手里，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带着孩子
回老家去走走看看，一是帮手，二则也是想让
孩子们知道，他们的“根”在哪里。

爱的绿豆汤

看《新神榜：杨戬》（以下简称《杨戬》）前，
我犹豫良久。

今年我还没买过 IMAX厅的票。此外，想
到 2021年那部我看了开头就看不下去的《新
神榜：哪吒重生》，作为《新神榜》系列第二部
登场的《杨戬》，更显得迷影重重。

让我点下“支付”的理由，是豆瓣网诸多
评论都予以肯定的“特效爆炸”。我想要在
IMAX厅里沉浸式体验一把视觉盛宴。

体验后的感受是，这周我还会重刷一次
《杨戬》！

毫不夸张地说，《杨戬》的特效，让我想起
了初看《阿凡达》的那个晚上。两小时零七分
的时长，除了一些人物之间处理细腻感情的
段落，“特效”元素就没有间断过。

如此密集地使用特效，我丝毫没有视听
疲劳，只觉意犹未尽。

制作《杨戬》的“追光动画”团队，这次震
撼了我。

经历了《白蛇：缘起》《白蛇 2：青蛇劫起》
《新神榜：哪吒重生》三部动画的历练之后，
“追光”真的追到了“光”，他们掌握到了一个
叙事秘诀：构建完全属于自己的动画语言。

在那部我没看完的《哪吒重生》里，其实
已经在展开《新神榜》的原创虚构世界观了。

在这个世界观里，《封神演义》的故事是
底子，封神之后的新格局是原创。

封神之后的漫长时间里，众神的神力都
打了折扣。他们不能御风飞行，不能随意使用
神通。他们生活的不同仙界，也都成了模糊了

“过去与未来”的混合型城市。诸神们，也得为
了吃饭而奔波。

藏在他们身体里的“元神”，才是他们
的真面目。不到必要时刻，他们不会显露

“元神”。
实话说，虽然很喜欢《杨戬》的特效，也为

“追光”找准了这种动画语言感到佩服，但我
还是觉得这种设定挺傻的。

傻归傻，《杨戬》非常好地利用了这个
世界观去展现视听语言。影片特效最绚丽
的部分，就是杨戬、申公豹、魔家四兄弟、玉
鼎真人、沉香几个人物“显露元神”进行战
斗的段落。

在 IMAX屏幕中，这些各自有不同颜色、
形态的元神，身着不同风格的全套盔甲，手拿
各显神通的武器，每做一个动作，配上影院的
立体声，有如山崩地裂。它让我直观地感受到
了什么叫“天神下凡”。

那种震撼，是“追光”为每一个听着《封神
演义》《西游记》故事长大的中国观众特别定
制的。

我个人认为，从前的经典电视剧，加上这
些年被各路导演轮番再创作的诸多神魔题材
电影大片的特效，都不如《杨戬》中“元神之
战”。因为《杨戬》的特效呈现，把握了最佳的

“真实与神异”的尺度。
简言之，就是你能感受到诸神的神威多

么厉害，但也能看到强如诸神的元神，其实也
会被不可抗力因素打到风吹云散。

反过来，这种“强弱可见”的属性，也让
《新神榜》世界观更能有血有肉，不至于彻底
沦为无聊的虚构。

除了“元神”特效值得大赞，《杨戬》中的
“飞天神舞”和“金霞洞仙境”，也深得我心。

巫山神女婉罗在混元之气推助下，在塔
楼内翩翩飞舞的画面，3D效果极佳。身临其境
之美，会让很多女观众想要穿上家里最贵的
那套汉服钻进银幕与神女共舞。

杨戬师父玉鼎真人所在的金霞洞，仙气
弥漫，仙鹤悠游，白云如瀑。向往神仙意境的
观众，会不觉发梦自己也能到金霞洞去吸收
天地灵气。

特效，就能让一部故事平庸乃至无趣的
电影成为“好电影”吗？我说观看《杨戬》让我
梦回初看《阿凡达》之夜，就是这个原因。

《阿凡达》2021年重映，我第一时间去重
看了。在 IMAX厅，我享受的不是《阿凡达》的
故事，而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原创视听世界。

《杨戬》的故事之单薄，确实让我没什么复述
的欲望，比之《阿凡达》的故事还要普通。

但《杨戬》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特效、世
界观，呈现的是我们古老的神话，而且，那味
道非常对味。如果《杨戬》能在全球上映，我甚
至能听到那些对中国神话痴迷的老外影迷
们，包括那些大导演们，会发出怎样的尖叫
声。

相较于另一家动画大厂牌“彩条屋”制作
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追光动画”
的《新神榜》更契合我的中国神话审美。

两家动画公司，在《封神演义》《西游记》
中不断撞题材，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们
拥有想象力极其丰富，美学底蕴绝对深厚的
神话宝库，看到制作能力越来越强的公司在
不断提升中国神话的银幕呈现实力，这是我
们的福气。

特效，终究只是一种手段。有了口碑，有
了票房，未来银幕上的这些神话再创作，必定
会做到“内外俱佳”。视觉上震撼观众，故事上
引人深思。

我非常期待下一部《新神榜》，同时，也会
在视频平台上，把《新神榜：哪吒重生》接着看
完。原因无它，就为了支持“追光动画”能继续
追梦。

他们在追的，也是我的梦。

他们在追的，也是我的梦

台州方言的魅力何在？浓眉大眼的路桥
小伙梁淇皓给出的答案是：亲切感。“‘呛心
噢’‘哈倒灶’‘啊呐呐’……每一个脱口而
出的词都带有浓浓的家乡味，特别是在外打
拼的台州人，听到这样的乡音，会有强烈的
共鸣。”

梁淇皓是一名传播台州方言的视频博
主，更多人叫他“台州小梁哥”。小梁哥在西北
当过两年兵，当时身边的人对浙江的印象很
深，对台州却了解甚少，这让他有了“借助台
州方言传播台州文化”的念头。

回到台州后，小梁哥注意到部分方言博
主的视频缺少字幕注解，打开下方评论区，

“本地人笑哈哈，外地人听不懂”的场面司空
见惯。

“我自认为在同龄人里，方言说得还比较
溜。”于是，这个24岁的大男孩，在今年1月31
日上线了他的第一个抖音作品“砂糖橘 [sō
dāng gǜn] ”，2 月 2 日小红书账号也“开张”
了，“算是迎合了春节热点，大家喜欢‘旋’砂
糖橘的热闹吧。”

“想把台州方言做出高级感”

“别致的骂人话，热度总是很高，老话说
‘学好三年，学坏三天’，这些个例不能代表台
州方言，我希望大家能学到更多的词汇。”趣
味性是风格定位，易懂易学是视频特性，“一
本正经地搞笑”成了网友给小梁哥的评价。比
如他的方言作品“吃柴”，成了网友热评中的

“台州名小吃”，其中的“过年柴”可谓是“柴中
精品”，这个风趣幽默的视频在抖音平台赢得
了近3万的点赞量。

“我想把台州方言做出高级感。”话语精
辟，实践起来，可不容易。教学形式上，小梁哥
糅合了中文拼音和英文音标，洋土结合，出镜

解说加视频字幕的方式，简单易懂，内容则来
源于他从小到大接触到的台州方言。遇上不
懂的地方，他会向亲戚长辈请教。“我加入了
一个‘吴语协会’，里面有来自台州各地的方
言大佬，他们每天都会在QQ群里交流探讨，
有问必答，对我帮助很大。”

现在，他还会从网友评论或粉丝投稿中，
选择关注度较高的话题录制。8月初，有个粉
丝私信他，说自己是外地人，在医院当护工，
想学习一些医院里的常用方言。相关视频上
线后，一位网友留言：“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
台州人，但方言不太标准，在医院当志愿者
时，遇上不会说普通话的本地老人，只能靠拼
命比划，试图了解对方在说什么……”

两盏灯光，一部手机，一片黑色幕布，这
就是小梁哥录制视频的全部装备。“我刚毕
业，资金有限，就在出租屋的一角搭了个直播
间。”小梁哥笑着说，有些东西还是从某拼团
软件上购买的呢。设备的简易与否，不影响知
识的输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

可能是感知到了短视频社交软件大火的
趋势，快退伍时，小梁哥开始自学抖音的拍摄
方式和运作方法。现如今，从拍摄到剪辑，从
内容选材到账号维护，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请别叫我网红”

截至记者发稿时，抖音账号“台州小梁
哥”共收获网友点赞数约 45.5万，超 3万粉丝
关注，在台州的抖音圈也算小有名气。有时
候逛街，遇上的粉丝或网友，会朝着他大喊

“网红来啦”。可小梁哥不太认同这一称呼：
“请别叫我网红。”他理解的“网红”应该是在
某一领域尤为突出，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觉得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远不及真正
的“网红”。

台州方言千千万，小梁哥最喜欢的一个
词是“杀克重”，类似“加油”的意思。“和普通
话比，方言版的‘加油’更有劲道，完美体现出
台州人不服输的精神与生猛的干劲。”这个词
也契合了他现在的工作，“它会一直激励我，
不要堕落、不能颓废，不服输，做自己！”

“你真是外地台州媳妇的方言大救星”
“加油，我也是台州人，有了你，我才学会了许
多台州话”“虽然台州话已经滚瓜烂熟了，一
经解读，还是觉得很有趣”……看到这些留
言，小梁哥并没有沾沾自喜，“我就是一个普
普通通的台州人，能把之前的设想变成现实，
我很开心”。

小梁哥的视频作品以椒江、黄岩、路桥及
温岭北部方言为主，目前抖音账号已发布超
百个作品。当然，除了赞赏，评论区里也不乏
否定的声音，一开始，小梁哥的信心还挺受打
击的，时间久了，他调整了心态去应对，“毕竟

‘十里不同音’，像天台、仙居、三门这几个县
的方言，和椒黄路一带存在不小的差别”。

方言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小梁哥
说，自己需要学习精进的地方还有不少。“以
后，我想和一些擅长方言的父老乡亲，或当地
有影响力的博主联动，一起录制视频，借助网
络平台，让更多的人知道台州、了解台州。”

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台州

“台州小梁哥”视频教说方言
本报记者金虹跃/文 章增宏/摄

小梁哥用手机录制视频。

也 农 /文

摄影 李昌正 方匡水

◀十得社成立暨“十得缘起”书法
展在台州一水美术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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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