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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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图书馆 浙
江省漫画家协会

》》台州市民讲堂

超重肥胖儿童健康管理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儿童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
出现了明显变化，越来越多儿童出
现肥胖问题。肥胖不仅影响儿童生
长发育，还与其成年后发生疾病的
风险呈正相关。

【主讲人】郑新灵（主任医师，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托幼机构卫生
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营养学
会会员）

【时间】10月22日（周六）9：3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一楼读者

沙龙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规定，本场

讲座线下名额限定 50 人，先到先
得；感兴趣的市民还可通过“台州图
书馆”视频号，线上观看直播）

●台州市文化馆

2022浙江省摄影论文培
训和征文比赛活动（二期）

【时间】10月
【地点】台州市文化馆
【主办单位】浙江省文化馆 台

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台州市博物馆

》》大工匠

穿透时间的光
【时间】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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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 12—18周岁

学员
【内容】针刺无骨花灯发源于仙

居皤滩。整个花灯不用一根骨架，只
以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纸张粘贴
接合，再盖上用绣花针刺出各种花
纹图案的纸片，经13道精细工序制
作而成。本周六，跟着志愿者学做一
盏花灯。

星辰大海 台州刺绣
【时间】10月22日（周六）14：00—

16：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三楼大工

匠教室
【参加对象】8 名 18 周岁以上

学员
【内容】台州刺绣与中国刺绣

同源，吸收融合了西方抽纱工艺，
又称海门雕绣。其绣品立体感强，
镂空部分玲珑剔透，独具风格。来
台州市博物馆，跟着志愿者领略台
州刺绣之美。

》》这里有座博物馆

小小文物修复师
【时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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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周岁

学员
【内容】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文

化名片，承载着讲述地域文明、传承
历史文脉、涵养城市品格的重要功
能。文物修复师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让文物“活起来”。这周日，当一回文
物修复师吧！

小小策展员
【时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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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周岁

学员
【内容】博物馆的展览陈列，蕴

含了策展人的巧思和心血。让我们
走进博物馆，通过学习成为一名小
小策展人。

本报记者王佳丽

何佳瑶是一名 90后戏剧群文工作者、青
年演员，现为黄岩区文化馆表演艺术部副主
任、戏剧曲艺干部，主攻小品、快板、朗诵等方
向。同时，她还是浙江省朗诵协会理事、浙江
省曲艺家协会会员，担任台州市戏剧家协会
主席团委员、常务副秘书长，黄岩区戏剧曲艺
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在戏里体验千百种人生

今年6月，2022“新松计划”浙江省青年话
剧演员大赛决赛在杭州举办。作为唯一晋级
的台州选手，顶着荣誉和压力，何佳瑶站上了
决赛的舞台，最终收获了优秀奖。

“‘新松计划’对我来说是一个殿堂级的比
赛，在往届的比赛中涌现出一大批非常优秀的
演员，和我同届参赛的选手有很多都是我们行
业的翘楚，所以这次在准备剧目和上台表演的
过程中，我的收获是巨大的。”何佳瑶说。

“新松计划”比赛分为“云初赛”、线下复
赛和线下决赛三个部分。该拿出什么样的作
品来面对一个如此专业的舞台？考虑再三
后，何佳瑶决定致敬经典，挑战两部她非常

喜欢的经典剧目——《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
《赵氏孤儿》。

为了准备这两个作品，何佳瑶前后花了3
个月的时间。除了花时间，更重要的是沉下心
来，打磨每一个细节。

在准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时候，
何佳瑶完整阅读了5遍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
威格的原著，找出相关电影和话剧反复观看
和揣摩，最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她整理出了
剧本。排练时，她特意在表演中加入许多特别
的设计，最终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何佳瑶风
格的“陌生女人”。

“我觉得，这个女人并不是爱着这个男
人，她爱的是幻想中的自己。她特别自信，因
此她选择高傲而孤单地等了一辈子，却没有
主动去找那个男人。在设计最后一个动作时，
我准备了一个烛台在舞台上，说完最后一句
台词后，我把蜡烛吹灭了，然后是一个含泪的
回眸。蜡烛的吹灭，代表她的幻想结束、爱情
的熄灭以及生命的终结。”何佳瑶说道。

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陌生女人”，舞台
生涯十余年间，何佳瑶扮演了许多性格各异
的女性角色。表演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何佳
瑶给出的答案是，信仰。

何佳瑶一直觉得，表演有种独特的魅力

吸引着她，让她情不自禁地爱上舞台，倾尽
所有去塑造好每一个角色。她说：“很多时
候，我会感觉前路有些迷茫，但因为追求表
演这件事，又让我坚定起来。在学习表演的
路上，我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收获了许多
不一样的感悟，我想表演就是我的精神源
泉。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在舞台上扮演了那
么多角色，就好像我在无数个故事里活了无
数次，表演拓宽了我的生命厚度。每个角色
在我的身上短暂地存在过，并且留下痕迹，
一直影响着我。”

也许正因为喜欢，每一次站上舞台的意
义，对她而言，不仅是追逐奖牌和荣誉，而是
创作更好的作品，寻求更大的突破。

2014年，她创编参演的作品《在路上》《最
是忆江南》参加了浙江省优秀作品巡回展演。
而后，她参演了小品《e网情深》，在台州市首
届戏剧小品邀请赛中获表演和创作双金奖；
参演小品《三碗不过岗》，代表台州参加浙江
省第二十七届戏剧小品邀请赛……

除了话剧、小品，这几年，何佳瑶不断拓
展技能，丰富自己的表演形式，在相声、快板、
朗诵等领域大放光彩。

她主演的微电影《台州，我的家》在浙江省
首届少数民族微电影优秀作品展演中获优秀
故事片奖；导演并参演的相声《嫁个靠谱的》
参加台州市第六届戏剧专场比赛；导演的情
景快板剧《夸夸护士章晶晶》获第五届台州好
故事宣讲大赛（文艺类专场）二等奖；朗诵《琼
台》在“天籁浙江 印象诗路”朗诵大会台州分
赛区获一等奖第一名，在浙江赛区获二等奖。

创作能打动人心的作品

参加完“新松计划”不久，何佳瑶马不停
蹄地备战台州市的比赛。今年 7月，何佳瑶与
搭档带着原创作品《吃了吗》参加了台州市第
二届戏剧曲艺大赛，获得金奖。

《吃了吗》通过演绎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
女生的不同人生选择，用“时空切片”的方式
展示不同年龄节点上两个女生的不同命运。

“‘吃了吗’是中国人日常打招呼最常用
的一句话，它很平常，也很温暖。在我们这个
作品中，虽然两个女生的人生选择不同，但最
后都殊途同归，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
要吃饱了饭，什么都会好起来。创作这个作
品，是想鼓励大家珍惜当下、认真生活。”何佳
瑶分享。

《吃了吗》并不是何佳瑶自编自导自演的

第一个作品。2020年，以抗疫为背景，何佳瑶
创作了小品《东南西北》，并在浙江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的浙江省第三十一届戏剧小品邀
请赛中获得入围奖。

《东南西北》的主角是一对年龄悬殊的姐
弟，因为母亲参加抗疫，已经工作的姐姐不得
不承担照顾智力有缺陷的弟弟的责任。“这部
作品是有关‘爱’的，里面既有母亲参加抗疫
无私的大爱、母亲对姐弟关怀的母爱，也有姐
弟之间动人的亲情。其中，‘东南西北’就是我
们小时候经常玩的那个游戏，也是这个作品
里非常重要的道具。最后，当不耐烦的姐姐打
开弟弟做的‘东南西北’，发现弟弟在纸上七
拐八拐地写着‘希望姐姐每一天都能开心’，
那一刻，姐姐理解了弟弟对她最朴实的爱，也
完成了自我的和解。”何佳瑶介绍。

无论是《东南西北》，还是《吃了吗》，何佳
瑶更擅长从自己和身边人的日常生活中汲取
灵感和元素。作品都是她关于生活感悟的一
些真实表达，她希望通过作品带给观众生活
中细小的温暖感动，引发观众的思考与感悟。

原创剧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要
求创作者不仅拥有演出经验，还要有舞台调
度、文字功底等综合能力。

在创作《吃了吗》剧本期间，有关台词删
删换换，剧情调调改改，道具增增减减的事情
不计其数，光是剧本打磨，何佳瑶与搭档就花
了大量时间。“开始创作剧本，你才会发现原
来你有那么多想法，有那么多话要说。这时
候，克制就变得很重要了。”回看创作过程，何
佳瑶依旧有许多感慨。

而从演员到编导的身份转换，也让她对
“表演”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比今年的两场
比赛，何佳瑶说道：“排练一些经典剧目时，你
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眺望，你能感受到浓厚
的文化历史积淀。当做一些自己的原创时，你
是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想法用戏剧的形式
展示出来，是个人观念的输出。我觉得这两者
的经验相辅相成，可以互相借鉴，能让我更快
成长。”

因为热爱，所以始终保持热烈。选择当演
员，站在舞台上，在不同的角色里阅览无数人
生，何佳瑶觉得自己非常荣幸。如今，可以独
立创作剧本，又让她在演员身份之外拥有了
更多表达的机会、更多创造的快乐。她最后说
道：“我很幸运，可以把我的想法通过表演的
方式跟大家分享。作为一名群众文艺工作者，
我希望向大众传扬更多正能量，未来创作出
更多能够触动人心的、有意义的作品。”

90后戏剧群文工作者何佳瑶：
享受表演，热爱每一个角色

本报记者陈伟华文/摄
秋意渐凉，在天台县泳溪乡，我们客居山

间民宿。窗外，雨声和淙淙溪流，把诗和远方
带入梦境。

春可赏山花烂漫，夏可涉溪流逐鱼，秋可
观层林尽染，冬可览雾凇风车……泳溪乡，地
处天台县东部，有“台岳东门”之美誉，是“台
州的香格里拉”。它东接宁海县岔路镇，南与
洪畴镇、三合镇毗邻，西接坦头镇，北连石梁
镇，距天台县城29.5公里，面积78平方公里。

近年来，该乡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现
初步形成以泳溪香米为龙头的“菜、米、油、
竹、鱼、肉、果、茶”八大特色产业。在旅游开发
上，“三线八点”旅游路线和景点，成为当地特
色。“三线”分别是苍山线、柳溪线、霞客古道
线；“八点”为柳溪十八渡、苍山揽胜、霞客古
道、北山云海梯田、丰家古村、外溪幽谷、浪漫
下溪头、九龙戏水。

梯田

行走在泳溪乡，每一步皆有乡村的淳朴景
致。生活在这里的山民，过着悠然自得的田园
生活。一幢幢民宅前，看家的狗慵懒地睡着；几
个老邻居坐在一起，聊聊自家的农事，走过门
前的路，看看路旁的花，倚着花旁的树……

这天早晨，我们冒雨前往北山村。雨中的
村庄，小鸟停在枝头，人来不惊。

北山村有600多年的历史，像一册古典的
线装书，又像一幅缓缓舒展开的水墨画卷。这里
是摄影家的天堂，有着令人向往的光影世界。

在这个静谧的小村落，梯田金黄，草木葱
绿。烟雨蒙蒙中，除了雨打庄稼、风叩窗棂的
声音，再无杂音。若是晴天，想必这里定有日
出时云海翻涌、日落后满天星辰的美景。

秋日的云海梯田，草木染青黄。那一丘丘
金黄色的水稻，惊艳了北山村宁静的时光。

沿着逶迤的山路拾级而上，石阶湿漉漉
的，布满了青苔。连绵不断的梯田，依山势层
层向上延伸，顺坡度一块块向前递进，从谷底
到陡坡，从塘边到村旁。山有多高，田就有多
高，水也有多高。

从整体看，梯田形态各异，变化万千；从
个体看，一块块水稻田小如碟，大如盆，长如
带，弯如月，宛如天上瑶池，人间仙境。这里没
有一口山塘，没有一座水车，也无须人工灌
溉，天然自流的灌溉系统，令人叹为观止。

一群山麻雀，抖动翅膀上的水花，不停从
树头飞向梯田。成熟的稻谷，对嗜吃谷物的鸟
类，比如麻雀、白腰文鸟和斑文鸟等来说，有
着强烈的诱惑。

雾从村庄飘到山顶，又从山顶飘回村庄，
层层叠叠的梯田、纵横交错的阡陌，在云雾间
若隐若现，如诗如画。举目环顾，映入眼帘的
尽是金黄的“稻浪”。水稻随风轻轻摇曳，处处
是一派丰收的景象。

古道

除了梯田，山间古道也留给泳溪人很多独
特的回忆。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霞客古道。

明代地理学家、探险旅行家、文学家徐霞
客，曾经三游天台山。其地理著作《徐霞客游
记》中的两篇《游天台山日记》，对他两度由

“天台东大门”泳溪乡进入天台山的情景，均
有文字记载。

据台州市徐霞客研究会相关人士和泳溪
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介绍，《游天台山日记》
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而泳溪则是徐霞客
进入天台山的第一站。

据史料记载，徐霞客于 1613年 5月 20日
中午抵达泳溪，由此开启他的“万里遐征”，系
统考察我国的地质地貌和风景资源。

徐霞客进入天台后，第一天所见及心情，他
在《游天台山日记》中作了很多的描述：“山顶随
处种麦。从筋竹岭南行，则向国清大路……行五
里，过筋竹岭。岭旁多短松，老干屈曲，根叶苍
秀，俱吾阊门盆中物也。”字里行间，仿佛能看
到他向往天台山多年，愿望终于实现的喜悦
心情。

徐霞客游天台山的首餐地，也在泳溪。他
在《游天台山日记》中写道：“雨后新霁，泉声
山色，往复创变，翠丛中山鹃映发，令人攀历
忘苦，又十五里，饭于筋竹庵。”现泳溪乡的金

竹自然村，就是筋竹庵遗址所在地。
徐霞客游天台山的首宿地，还是在泳溪。

当晚，徐霞客夜宿弥陀庵，并对周边环境作了
详细的描述。游记中记载：“又三十余里，抵弥
陀庵。上下高岭，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
焚去。泉轰风动，路绝旅人。庵在万山坳低洼
处中，路荒且长，适当其半，可饭可宿。”

1632年3月14日，时隔19年，徐霞客第二
次经筋竹庵进入天台，也提到了弥陀庵。该庵
遗址在泳溪乡苍华村。

“生平只负云小梦,一步能登天下山”，这
是徐霞客的梦想。他认为“大丈夫当朝游碧海
而暮苍梧”，饱览山川，登山临水，这种快乐才
是最高的快乐。

古时，霞客古道是宁海方向进入天台山
的官道。除了徐霞客，还有一大批文人墨客，
曾经泳溪乡，前往天台山石梁、华顶等地，留
下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岁月更迭，霞客古道上的一草一木，都有
了沧桑的味道。现在，游客们会在这里读一读
碑文，了解霞客古道的由来，再体验往返约一
个小时的古道行。

蜿蜒于群岚之间的千年古道，正在重生。
今年 3月，《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正式实施，
这是全国第一部专门保护古道的地方立法。

霞客古道等珍贵的历史遗迹，历经长久
的沉寂，正通过保护修复伸展出新的枝丫，将
它途经的村庄，一齐融入发展的脉络之中。

天台泳溪：一轴秀美的江南山水画卷

今年今年77月月，，何佳瑶何佳瑶（（左左））与搭档带着原创作品与搭档带着原创作品《《吃了吗吃了吗》》参加台州市第二届戏剧曲艺大赛参加台州市第二届戏剧曲艺大赛，，获得获得
金奖金奖。。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层层叠叠的梯田在云雾间若隐若现层层叠叠的梯田在云雾间若隐若现，，如诗如画如诗如画。。

依山而建的民居。本图由泳溪乡人民政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