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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洪晨

一身青春活力，一脸灿烂笑容……
她是台州学院附属学校的美术教师
吴倩倩，是台州市美术学科带头人、
台州市美术骨干教师；也是一名青年
美术家，是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水彩画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油
画家协会会员、台州市郑士龙名家工
作室成员。

从心出发

吴倩倩 1987年出生于临海，接
触美术的时间很早，早到她已记不
清具体几岁。“我从小喜欢画画，小
学就参加过美术兴趣班，初中开始
接受专业培训。”

高中时，她展露出一定天分，“那
时，我发现自己的色彩感觉比较好”。
她早早确定了走美术专业道路的方
向，并朝着目标日复一日地努力，后
顺利考入台州学院美术教育专业。

素描、水彩、水粉、油画、版画……
“我们的课程综合性很强，几乎涵盖
了所有绘画门类。”吴倩倩觉得，
大学期间，自己的成长和提升是
迅速的。

最难忘的，是毕业那年跟着老
师和同学们，前往陕西、甘肃、新疆
等地开展为期三周的采风旅行。

“我们一路写生，一路记录，走
过许多壮阔的风景。”回学校后，留
在她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却是载
着他们去往远方的绿皮火车。

“我们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
中途多数时候是没有座位的，有硬
座就很幸运了。同学们累了，就在过
道边坐着或躺下。车厢里散发着复
杂难闻的味道，上下车挤得人晕头
转向……”

她根据记忆中的画面，创作了
一幅两米多高、一米多宽的油画

《行·走》——拥挤的人潮一路向前
延伸，远去的行人面目越来越模糊，
而她身着朴素的白上衣，停留在原
地，望向与人群相反的方向。“我好
像和人们不一样，又好像与人们都
一样。”

大学毕业后，她如愿成为一名
小学美术老师，并在浙江师范大学
继续学习美术教育专业。

向美而行

走出大学校园，吴倩倩也从未
停下创作的脚步。

“画画的人是有笔感的。如果一
段时间不画，会明显感觉到手生疏
了。”教学工作以外，吴倩倩几乎把所
有时间都投入到美术创作中——周
末和节假日，她背着画具，前往各地
写生，有时和画家同仁一道，更多时
候和家人一起，“一去就是几天，回家
后，我会根据当时的画稿和数码相机
拍下的照片，继续完成画作”。

从采风到构思，布局、落笔，画面
处理、上色，再调整，完成一幅画作，
有时要花费三四个月时间。因为喜
欢，吴倩倩似乎感觉不到疲惫，就连
创作的瓶颈期都让她感到兴奋——

“有时我会觉得，怎么调都调不出我
想要的颜色，怎么画都达不到我理想
的样子……这个时候，进步的契机就
来了。静下心来不断调整，撑过这难
受的一阵子，等到柳暗花明的时候，
满足感也是加倍的。”

除了勤加练习，她也会请教前

辈和同仁，“多看画展，阅读美术书
籍，也是提升专业能力的途径”。

耕耘成就收获。她的油画作品
《克孜尔千佛洞》在全国美术书法作
品展中荣获最高奖；油画作品《静谧
守候》、设计作品《中国梦民族情》获
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书法（美术）比赛
一等奖，立体造型作品《渔趣》获二等
奖；作品《城里城外》入选浙江省女美
术家作品展；作品《乡村暮色》入选浙
江省第十五届水彩粉画展；油画《伊
敏河旁回荡的声音》入选浙江省美术
写生创作作品展；作品《清污船》入选
浙江省美术作品展……

近年来，吴倩倩更多关注和挖
掘家乡的创作题材。“渔港、渔船、渔
民，还有老街、小巷里的市井生活，
都是身边最生动的画面。”

以美育人

不知不觉，吴倩倩走上三尺讲
台，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已有 15年。
她把扎实的美术知识融入教学中，
把轻松愉快的教学方法带入课堂
里，让许多孩子喜欢上了美术。

课堂上，她不拘泥于传统，会让
学生尝试运用麻绳、彩纸等材料，使
用羽毛、竹签等工具，创作美术作
品，“我希望孩子们通过美术课堂，
认识美、发现美、感受美和创造美”。

课堂之外，她在校园里积极开
展各类美术活动，注重保护学生与
生俱来的朴素情感和生活态度，尊
重每个孩子自然天性的成长。

“让学生沉浸在美的画面、诗的
境界和爱的怀抱之中。”这是吴倩倩
所追寻的教学境界。在她眼里，每位
学生都是一件风格各异的艺术作
品，需要老师和家长用诗意的手法
精雕细琢。

她连续多年辅导学生参加浙江
省中小学生艺术节、台州市中小学生
艺术节，均获一、二等奖的好成绩。而
她也荣获浙江省“教坛新秀”、浙江省

“教改之星”金奖、浙江省“优秀指导
教师”等，并荣获国家级“一师一优
课”评选部级优课奖等多项荣誉。

“美蕴育人的心灵底层，是滋生
人类创造智慧的土壤。美的境界，决
定了人的创造高度。”吴倩倩认为，
美术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十分
重要。

带着爱心、细心、耐心和诚心，
她带领一届又一届学生，与她结伴，
向美而行。

青年美术家吴倩倩：
美育路上的探寻者

吴倩倩油画作品《克孜尔千佛洞》

吴倩倩在老街写生。图片由采
访对象提供

本报记者金虹跃/文 李洲洋/摄
说到低空经济，你会想到什么？滑翔伞？热气

球？近日，我们来到黄岩区上垟乡的一处飞行营
地。在这里，你可以畅享空中游，去感受风的各种
形态。

风居住的山谷

驱车抵达长潭湖·上垟飞行营地，营地创始人
徐平舟迎了上来。他穿着深色短袖、工装裤，一顶
兼具防晒功能的时尚牛仔帽格外吸睛。

“我在大学时期接触到航空运动，之前当过
双人滑翔伞教练，有 7年的飞行经验，飞行超过
2000架次。”徐平舟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户外运动专业，擅长户外运动组织、策划、运营，
是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成员，2014年曾参与湖北
省户外技能大赛的组织筹办。“毕业后，我想回家
乡创业，觉得航空运动这个新兴产业潜力不小，
2018年开始试水这一领域。”

长潭湖·上垟飞行营地于今年 1月 1日起试
运行，占地约20亩，目前开放双人滑翔伞带飞体
验、飞行员执照培训、热气球乘坐游玩等项目。其
中，滑翔伞项目单人体验 680元/次，热气球单人
体验260元/次。

徐平舟选择在此打造飞行营地，出于多方面
的考量。“这里的气象和空域状况都不错，而且紧
挨着长潭水库，山水风景俱佳，距离客源市场也
相对较近，目前是台州市区唯一一家飞行营地。”

今年，中国民用航空局印发了《“十四五”通
用航空发展专项规划》，提出拓展新兴消费，推动
低空旅游发展。徐平舟觉得，这或许是航空运动
从小众走向大众的新契机。

等待是迷人的词

前一秒还是蓝天白云，下一秒就是豆大的雨
点，老天变脸来得猝不及防。“滑翔伞还能飞吗？”

“这种阵雨一会儿就停了，但我们要等滑翔伞降
落场上空的这片乌云也散掉。”记者看着不远处
的山头，滑翔伞的起飞场笼罩在迷蒙的烟雨中。

过了片刻，阵雨停了，可降落场头顶的“阴
影”久久不散，这一等就等到了傍晚。“有的客人
来了四次都没飞成功。”徐平舟说，他们已经习惯
了这样的等待，今年五月的雨季、七八月的高温，
他们会劝客人等凉爽晴朗的天气再来。

除了等待好天气，徐平舟也在等待市场的培
育发展。“现在不少人仍觉得滑翔伞很危险，其实

这项运动的安全性很高。”据世界体育联合会统
计，滑翔伞风险系数排第 47名，比足球还安全
（足球位列第8名）。“滑翔伞的伞具造价高昂，全
世界仅有一家公司的伞布达到技术要求，相当于
防弹衣的强度，伞绳采用凯夫拉材料制作，所有
伞绳加起来可承重10倍常人体重的重量。”

此外，营地的飞行员教练都具有相应的证件
资质和丰富的飞行经验，飞行体验前，会为游客
开展安全知识培训。“随着航空运动的普及，我相
信大众的接受度会慢慢提高。”徐平舟告诉记者，
为了不断培养大众的接受度，他一直通过抖音、
小红书等平台进行推广。为了吸引新客，最近，他
把热气球的单人体验价降低至128元/次。

捕捉风的样子

站在 650 米高的山顶，底下是绵延的森绿
色，蜿蜒的山路串起一户户烟火人家，再往远瞭
望，座座村落外环绕着长潭水库的一汪碧波，喧
嚣都随着风声隐了去。

金鑫贝是和同事来参加公司团建的，正在穿
戴装备的她表示既期待又紧张：“我们都是第一次
体验，刚刚风很大，等了挺久的，能飞就很幸运了。”

随后，在教练的指导下，两名游客先后起飞，
五彩缤纷的滑翔伞“一展羽翼”，随着气流升降、
盘旋，一路乘风翱翔，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刺
激！”这是两人空中畅游后的感受。

阿七和阿强是营地的两名飞行教练，接触的
乘客有不少是起飞前害怕紧张，落地后意犹未尽
的。当然也有让他们印象深刻的，阿七曾遇到过
一名男乘客，起飞后身体不停地发抖，聊天后得
知，是为了陪女友才来玩的。

如果说滑翔伞的风是开朗外放的，那么热气
球的风就是温柔平和的。

在滑翔伞降落场的一旁，在燃气的“鼓动”
下，热气球慢慢饱满，缓缓升空至 30米高点，火
光呼应着晚霞，凝视着田野和星空。

蔡蔡和丈夫专程从黄岩城区赶来体验，刚下
热气球的两人告诉记者：“我们在‘小红书’上看
到这个飞行营地，在台州很少能有这样的体验，
很开心。”

风有无数种形态，滑翔伞和热气球仅仅是这
个飞行营地的两种打开方式。“我们正在建设一
条新的飞行跑道，未来还将开发固定翼飞机、动
力三角翼等项目，争取赶在红树林观赏期之前完
成。”徐平舟说。

去做“捕风者”，低空经济“飞”起来

本报记者陈 婧文/摄
好像每个人都有“人生清单”这回事，想去做

一些不一样的事。幸运的是，我还有那么几个说
走就走、一拍即合的朋友。只要是想做的事，好像
没有做不成的。

“一生总得飞一次吧。”这件事随口一提，却
又明列在目。于是，安基山，我们来了。

一

安基山在临海市白水洋镇黄坦山区，处于临
海、仙居、天台三地的交界处。从椒江出发，车程约1
小时45分钟，下高速后，还要“盘”30分钟的山路。

路有些陡。不过，对于飞翔的期待，淹没透了
我“好像会晕车”的生理反应。看着越盘越高的山
路，在身后逐渐褪去的村庄，放空之间还没来得
及好好欣赏，我们便到达山顶。

登顶后，我们可以俯瞰一湾湖泊、几处村庄。
齐膝高的狗尾草，随着山岭上的风摇摆，形成一
道道秋日的草浪。

除了滑翔伞基地，安基山山顶的大草坪还是
一块天然露营地，东南方开阔的山谷能看到日出
云海的壮观景象，山脚还有丁公园村和第四纪冰
川遗址。一路走来，与孤树、巨石、山脊、树林合
影，相信你会爱上这里的秋色。

说回滑翔伞，其实就是飞行运动员驾驶翼型
伞衣，利用空气升力起飞翱翔的一项航空运动。
虽属极限运动的范畴，但是安全系数很高。该运
动自西方传入国内，至今已有 40多年。目前，国
内持证的滑翔伞认证玩家大概有两万多人。近些
年，随着滑翔伞爱好者和滑翔伞基地逐渐增多，
这项运动开始普及。

安基山滑翔伞基地早已名声在外。从山脚直
通山顶的公路，海拔 800多米的山峦，50多亩的
起飞草坪，40多亩的降落场地，山区内独特的地

形地貌加上适合飞行的气象条件，这块得天独厚
的滑翔伞训练场，吸引了四面八方来“飞一飞”的
游客。

“体验飞”的滑翔伞是双人伞，会有一个教练
带飞。安基山滑翔伞基地的飞行员都有着上千架
次的飞行经验，除了专业的飞行知识储备外，现
场还会评估当天你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飞行。所
以，既然来到这里，不要害怕，只要放心地把自己
交给教练，听教练的指示，就可以尽情享受这趟
属于你的飞行旅程了。

二

等了一会儿，我的教练带着他的彩虹伞包朝
我走来。教练姓张，后来他在天上告诉我，今年是
他“飞”的第八年。

张教练给我详细地介绍了一遍整个飞行流
程和注意事项，最后叮嘱我：“放松，不要紧张，我
们互相配合就可以。”穿上安全护具，在张教练的
再三确认后，我们便准备起飞了。

紧张会有一些，但期待更多。
“那我们出发咯！”应张教练先前的要求，我

迎着风，大步往前。伞包特别重，才跑了两三步，
我就被风使劲地向后推回。“不要停，继续跑。”我
再次蓄力，又跑了几步，很快飞起来了。

双脚完全离开地面后，就像是坐秋千，晃晃荡
荡，意外的是，起飞到空中丝毫没有失重的感觉。
调整好坐姿，便可以惬意地享受“天上人间”了。

高度爬升，迎着阳光，耳边只剩下风的声音，
全世界好似突然间静止了。向下看去，我的视野
逐渐清晰，体感丰富而细腻，迎面而来的是：广阔
的土地被公路、河流、房屋切割成方块状，云朵仿
佛变得可以触碰，空气有点稀薄但非常澄净……
此时的我，拥抱蓝天白云，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伴着微凉的风，天空冒着迷人的蓝色。红、
橙、黄、绿层层叠叠，落入山间。安基山的秋色，唤

回了我对颜色缺失的想象力；农田里耕作的人，
他们的日常，是住在混凝土格子间的我们无法感
受到的自然气息；林间小道，还有散步的牛羊群。
我在上面看不清它们的神情，这个点它们应该是
回家“午休”了，甩着尾巴的样子一定和我现在一
样快乐。

在天空中飞翔的时候，我的世界很安静，没
有多余时间去思考其他，这份“孤独”的短暂时
光，快乐且自由。突然想起拜伦的话，“无径之林，
常有情趣。无人之岸，几多惊喜。无人驻足，是为
桃源。吾爱世人，自然甚之”。

我喜欢极限运动，喜欢去探索未知。之所以喜
欢，是因为它充满不确定性，打破了墨守成规的日
常，让生活到处充满惊喜。永远冒险，永远年轻。

拜托啦！把我和这个秋天一起拥入怀中吧！

三

普通滑翔体验时长大约 10分钟。张教练看
我状态不错，给我加了个钟。

平稳飞行的闲聊间，他骄傲地和我介绍自己
的飞行经历，还分享了自己带教的游客趣事。突
然，他问我：“想不想自己试一试？”惊讶间，我很快
接受了张教练这个疯狂又刺激的想法。

在他的指导下，我握住了伞包可以控制飞行
方向的左右把手。起初，我还有些畏缩，但在第一
次成功尝试左转弯后，便体验到了“驾驶”乐趣，
也开始大胆了起来。一拉一伸，几个回合下来，张
教练“慌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不舍地把控制
权交还到他手中。

准备降落时，恰巧碰到了一阵横风，担心无法
平稳落地，张教练干脆再带我爬高“放放风”。这
次，他秀了几个高难度动作，盘旋转圈、垂直坠落。

说实话，那几秒，旋转、坠落带来的强烈失重
感和气压变化带来的冲击力，让已有心理准备的
我，仍感到些许不适应，但是这种又紧张又刺激
的感觉，让我回味无穷！

从起飞到落地，我整个飞行时长大约 16分
钟。在天上，我还和教练打趣道，早上没吃饭，都
给我飞饿了。当然，具体的飞行时长是靠飞行时
风力气流和个人状态决定的，听起来微不足道的
十几分钟，其实已经很久啦！

无论我如何描述，你都很难从字里行间体会
我起飞降落时的惊心动魄和空中遨游时的美不
胜收。880米高空、270度无遮挡，朝阳染红天际、
山海落日的壮阔……我相信，行动一定能带给你
真正的惊喜。

人类究竟为什么会迷恋飞翔？直到摇晃着落
地，我都没想到答案。可有什么所谓，人生那么长，
或许答案就出现在下一次的飞跃山野间。

出门吧，去自然里找秋天的影子。现在的你，
需要一场“远走高飞”。

飞跃山野，折叠与秋的距离

热气球缓缓升向高空热气球缓缓升向高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