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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图书馆

》》云水展窗

“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主题漫画展
【时间】9月23日—10月23日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一楼大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 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浙江图书馆 浙江省漫画家协会

》》纪录片分享会

纪录片《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分享嘉宾】彭 灵
【时间】10月14日（周五）18：3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一楼读者沙龙

》》真人图书馆

家长如何抓住秋季“转骨期”为孩子长
高做准备

【时间】10月15日（周六）18：3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一楼读者沙龙

●台州市博物馆

天气预测瓶制作
【时间】10月15日（周六）9：30—11：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三楼大工匠教室
【参加对象】15名7—12周岁学员
【内容】古人在预测天气时，往往会选择一些

参照物，如日月、云朵、小动物的行动等。现今，天
气预报是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未来某一地点地球
大气层的状态进行预测。跟着台博君，花一小时做
一个天气预测瓶吧！

小小考古学家
【时间】10月15日（周六）14：30—16：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三楼大工匠教室
【参加对象】15名9—12周岁学员
【内容】考古能帮助我们跨越时空和古人对

话，了解他们的社会结构、生活习惯、墓葬方式等。
带上工具，和台博君一起去考古吧！

》》小玩童

花窗新作
【时间】10月16日（周日）9：30—11：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三楼大工匠教室
【参加对象】15名8—10周岁学员
【内容】台州的山民多聚集而居，由此形成村

落。民宅多以推窗见山、开门遇水的要求选址。随地
形而筑的民居，山墙多用马头式。人们对窗的设计
也特别讲究，仙居的石窗和天台的一根藤木窗，都
展示出奇妙的构思和很高的审美趣味。人们还喜欢
设计一些寓意吉祥的字体和图案来装饰花窗，来表
达和合圆满、岁岁绵延的美好愿望。这个周末，让我
们一起制作花窗，感受民间艺术的淳朴之美。

历史尘埃里的古钱币
【时间】10月16日（周日）14：30—16：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三楼大工匠教室
【参加对象】15名8—12周岁学员
【内容】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

一，使用货币的历史有五千年之久。夏商时代，人们
以海贝为币；金属铸币始于商代晚期的青铜贝，距
今已有3000余年；春秋战国时代，货币文化有很大
发展，金属铸币先后有布币、刀币、文铜贝、金版及
有孔圆钱等，形成文字、形制各具特色的货币文化。
这个周末，我们来探究历史尘埃里古钱币的魅力！

本报记者陈洪晨

每当潮水退去，海边礁石裸露在日光之下。人
们卷起裤腿，爬上礁石，可以看到一粒粒岩蒜附着
其上，几乎与岩石融为一体。

这种貌不惊人的生物，是厨师眼中绝佳的食
材，味道鲜美且营养价值高，无论爆炒还是炖汤都
无比美味。在台州沿海，还流传着一种独具特色的
做法——岩蒜炒糕，这道美食入选了路桥区“百县
千碗”获奖菜品。

一

岩蒜是附在海边礁石上的一种小海葵，有的乌
黢黢，有的黄褐，有的深绿，有的表面分布着不规则
的纹路，像一颗颗玻璃珠子，掉落在黑地毯上。

潮水退去时，人们拿着一把小铲子，顺着岩蒜
和岩石的连接处用力一铲，岩蒜便成片成片地落
入手提的小桶中——这是独属于海边人的乐趣。

在路桥金清，有着“讨小海”的习俗。当地人告
诉我，渔家妇女是最早开始采岩蒜的人。

以前，男人们出海捕鱼，而海边的女人，几乎
个个都是“讨小海”的能手。她们挎着木桶或腰挂
竹篓，踏着退去的海浪，三五成群地爬上礁石，用
铲子将岩壁上的岩蒜一撮撮地挖下来。

不过现在，海边礁石上的岩蒜数量减少，人们

常常要潜入附近的浅海才能采到岩蒜，采岩蒜也
成了一项专业性强的技术活。

清洗岩蒜同样不易，先将外层的泥土冲洗干
净，然后用手边洗边捏，这样岩蒜身体里的泥土沙
子才能被带出来，如此反复清洗几遍，岩蒜才能作
为食材下锅。

对于渔樵相守、靠海吃海的渔民来说，岩蒜是
大海的一种馈赠、一份不可多得的舌尖美味，还是
一种世代传承的渔民生活的象征。

二

走进路桥金富士大酒店，路桥区餐饮协会副
会长王华荣已将岩蒜洗净备用。

他介绍，岩蒜营养价值极高，有“海黄金”之美
誉，食之可补中益气、强身健体，岩蒜炒糕是台州
人喜爱的吃法之一。“岩蒜鲜甜美味，而年糕是粮
食精华的集合，柔软香糯又韧性十足，吃起来弹牙
有口感，和岩蒜堪称最佳搭档了！”

岩蒜炒糕的做法很家常。首先，将岩蒜洗净，
大蒜、生姜等切丁备用；岩蒜可先过水去除腥味，
年糕同样过水；接着，锅内加入油，让油锅均匀受
热，放入蒜丁、姜丁和切段的蒜头煸炒出香味；岩
蒜下入锅中，随后加入年糕，可依据个人喜好加入
绿豆芽、胡萝卜、洋葱等时蔬作为辅料；加少许盐、
味精、白糖等调料，中火煸炒至岩蒜和年糕完全融

合呈糊状，再加入少许开水和老酒继续翻炒片刻；
最后撒点葱花，即可出锅。

刚出锅的岩蒜炒糕，香气四溢，瞬间激活沉睡
的味蕾。趁热吃上一口，岩蒜肉质软嫩，年糕软糯
鲜香，混合在一起黏黏糊糊的，让人停不下手中的
筷子。一碗岩蒜炒糕，瞬间光盘，唇齿间的留香让
人回味无穷。

王华荣说，在许多食客看来，岩蒜是真正的野
生小海鲜，比海参等许多食材更有“海味”。

随着“百县千碗”、路桥“义百碗”、路桥“十大
碗”等文旅品牌的推广，在路桥的金富士酒店、金
清王林大酒店、金麟府大酒店、鑫都大酒店、食尚
府（星光耀）、横街湖庭酒店、台州宴、和平国际饭
店、阿明饭店、新桥小良庭院等“百县千碗”推荐体
验店，都能吃到地道的岩蒜炒糕，食客们可就近品
尝这一大海的馈赠。

岩蒜炒糕：浪尖食材 舌尖美味

本报记者陈伟华文/摄
国庆节前夕，大型玻璃艺术作

品《我爱祖国》问世。记者采访了创
作者——吴子熊玻雕艺术第三代
传人、留法研究生吴岳，一个执着
追求梦想的年轻人。

大型新作问世

吴子熊玻雕艺术馆，坐落于椒
江区葭沚泾文化长廊中段、市民广
场西北侧。这是一座充满智慧、灵
性与生命感悟的艺术殿堂，珍藏着
多件玻璃雕刻作品。

10月11日，秋风送爽、天高云
淡，吴岳趁着回国度假的时光，正
在馆内潜心创作。

面前摆放着他的新作《我爱祖
国》，这是一件大型献礼作品，具有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震撼力。

“这是一件现代玻璃艺术像素
拼画立式屏风，高 2米、宽 2.5米。
我们用5000多片小玻璃色块拼贴
而成，以色彩描绘大美中国，以光
影折射多娇江山，今后它就陈列在
这座玻雕艺术馆里。”吴岳介绍。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
屏风上，醒目的“我爱祖国”红字下，
是威严庄重、气势恢弘的天安门，下
方则是一大片金黄色的向日葵，寓
意着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吴岳多
次尝试用磨砂等多种材质的玻璃，
作为作品的材料。最终，他选择了
用普通彩色玻璃切割成2.5厘米的
小正方形，来制作这件颇具特色的
拼画作品。

他的学生——椒江区第二职
业技术学校的学子们，也参与了创
作。从描线到雕刻，再到拼贴栩栩
如生的图案，每一道工序，都必须
集中注意力；每一个步骤，都需要
慢慢雕琢。

吴岳和学生们耗时一个月，才
完成这件作品。

传统玻雕遇上像素拼贴

将像素拼贴元素融入传统玻
雕的想法，吴岳早已有之。

今年暑期，他开发的“我是小
小像素艺术家”玻璃拼图益智艺术
游戏，成为吴子熊玻璃艺术馆增设
的一个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

“这个项目既能给人感官体
验，又能给人认知体验。”吴岳介
绍，“它结合了古代西方的马赛克
艺术以及现代计算机图像低像素
的美学和表现形式，不同于传统玻

璃雕刻，无需用电与雕刻工具，人
们可以像玩棋类游戏一般，在任何
场所随心所欲地体验玻璃拼图游
戏，并通过提供的像素图片在格子
纸上尝试还原和替换，或者自由创
作玻璃像素图案。”

该互动体验项目上线后，报名
参加的学生和游客络绎不绝，既拓
展了玻璃艺术的表现形式，又丰富
了市民游客的文化体验。

近期，亮相吴子熊玻雕艺术馆
展厅的，还有吴岳的大型数字图像
与摄影装置作品。其中，《曾经》这
件作品，吴岳将自己面对拍摄对象
的触动，变成了分离和遗留这两种
关系；另一件作品《未来家项目》，
也给人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

传承与创新

吴岳 1996 年出生，从小喜欢
绘画，8岁就跟随爷爷吴子熊与父
亲吴刚学习玻雕技艺。

在8岁至15岁期间，吴岳随爷
爷和父亲赴世界各地，进行玻雕技
艺表演。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 10
多个国家，都留有他闪光的足迹。

到了15岁，他远赴法国学习西
方艺术，目前就读于法国勒阿弗尔
艺术与设计学院。除了玻璃雕刻，
他还在绘画、摄影、录像艺术、视觉
艺术等领域，创作了大量作品。

故乡台州，始终是游子吴岳奋
斗的原动力。在法国求学的日子
里，他创作了一大批与台州有关的
绘画等作品，回国时，便将它们陈
列在艺术馆内轮番展出。

2017年，吴岳工作室成立。工
作室内摆放着他的成长历程等资
料，以及近年来他所创作的玻璃艺
术和当代艺术代表作品。

每逢回国度假，吴岳都会与其
他玻雕师一道，赴椒江区第二职业
技术学校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
进一步推广玻雕艺术。在培养学生
动手能力的同时，他也希望挑选出
更多好苗子，来传承这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

他还将玻雕艺术作品选送往
各类文化展览展出，让玻雕这项传
统技艺被更多人了解，受到更多人
喜爱。今年 5 月，他荣获“椒江工
匠”称号。

对吴岳而言，爷爷和父亲的玻
璃艺术之路，是榜样的力量。而近
年来，他也借着经常往返于家乡和
法国的机会，热衷参加中法文化交
流活动。他表示，今后将以全新的
视角与独特的见解，更好地传承玻
雕技艺。

95后玻雕师吴岳：
以砂轮作笔 用玻璃作画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文/摄
势头“凶猛”的高温天气有所缓和，想要徒步

的心早已蠢蠢欲动。
今年秋天的第一场徒步，我决定走一走台州

南边的海岸线，沿途有壮阔的大海、炙热的礁石、
迷人的海岛以及独特的石屋群……围绕一个“海”
字，就能演变出千种风光、万种风情。

上月的一个周末，早上七点半，我在椒江与同
行的驴友集合，10点左右抵达目的地，一下车就感
受到淡淡咸味的海风，听到拍岸的海潮声，这次海
岸线徒步所在的方位是“东海迪士尼小镇”——玉
环市干江镇。

一

徒步的前半程是沙滩游，我们沿着乡道打卡
了白马岙景区的黄金沙滩、炮台沙滩。

白马岙景区三面环山，南临披山洋，依托黄金
沙滩，被评为国家 3A级景区。来此戏水的游客，大
多是冲着温柔如棉的沙滩而来。

黄金沙滩沙质细腻柔软，颜色金黄。因沙粒中
夹杂着颗粒微小的石英砂，在阳光照射下耀眼生
辉，故得此名。

我们抵达黄金沙滩的时候，已有不少家庭在
这里安营扎寨。一家人或踏浪嬉戏，或蹲在沙地上
捡贝壳、挖沙蟹。

驴友团领队有相识的当地渔家，我们可以体
验赶海、拉蟹笼。

放蟹笼，就是在一种圆形的笼子里面，放点蟹
喜欢吃的饵料，沉到海底淤泥里。螃蟹被诱饵吸引
钻进圆笼，就再也逃不出来了。等待收获的时刻，
就跟“开盲盒”一样，运气好的话，可以收获梭子
蟹、虾、寄居蟹等。

爬上礁石，走上海堤，已经有队友迫不及待将
蟹笼提了上来。运气不错，现场捉到一只拳头大
的螃蟹，其余的实在太小，就放归大海。对于不常
常近距离接触大海的城里人来说，一切都是那么
新奇。

沙滩附近开了两三家农家乐，临近中午，我们
就地享用午餐。

吃饭间，旁边正好有四口之家落座。两个看似

五六岁大的小娃娃瘫坐在椅子上，小脸被晒得红
扑扑，头发丝还滴滴答答挂着水，嘴巴时不时吐出
小舌头，想必是在沙滩上撒欢尽兴了。

出门在外，家长也变得格外“开恩”，见孩子
热，就叫了两杯冰镇水果杯。

冰饮由老板娘高举着一路“护送”到餐桌上，
立马引得小朋友们一阵欢呼。我望了一眼，暗自
想：好实在的一份水果杯！橘子、黄桃、椰果……各
种各样的水果罐头被舀进一个带着把手的扎啤杯
里，糖水与杯口几乎齐平，满满当当的，稍微晃动
就会洒出来。一扎水果杯，让我感受到了当地村民
的淳朴。

二

下午，队伍继续沿着乡道向上爬坡，一路都是
超赞的观景视角，可以瞭望远处海上洋屿、鸡山、
大鹿等岛屿。白天的海浪非常温顺，层叠的鱼纹形
长浪从远处向海岸扑来，海水一遍又一遍冲刷礁
石，呈现沟壑纵横、形态各异的海蚀地貌。

走着走着，头顶出现高空玻璃漂流栈道，预示
我们正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炮台村。

明朝年间，为抵抗倭寇海盗入侵，抗倭官兵在
这个无名海岛上立寨，筑建炮台教场。后来，迁来
岛上的移民，就将此地命名为“炮台”。

这是一座隐匿在山巅的“石头村”，山石砌筑
的房屋依山而建，交织着浙南沿海与闽南两种建
筑风格。这里的山石历经数百年风吹雨打，见证了
一段岁月，蕴藏了一部历史。

村里散落的老建筑“台门里”“吴家大院”，承
载着古村先民在此繁衍的历史印记。这里还留下
了抗倭英雄的不屈足迹，更见证了解放海岛的激
烈交战。炮台村也因悠远的人文历史，入选第五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如今，这座历经几百年风雨的古村落散发出
新时代的样貌。聪明的村民借助地理优势，因地制
宜开发滨海高空玻璃漂流项目，吸引游客在层峦
叠翠中寻找惊险与刺激。

回去的路上，我才知道，当天我们一路徒步的
乡道叫“漩栈线”，一路串联起干江镇 10多个分布
在山海之间的美丽乡村，除了炮台村的高空漂流，
还有上栈头玻璃吊桥、垟坑村的荷塘主题乐园等。
干江镇多个村级景点实现新开发，这条滨海旅游
风情带也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游玩。

玉环白马岙海岸线：左手大海，右手青山

吴岳新作《我爱祖国》

吴岳趁着假期潜心创作玻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