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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图书馆

》》纪录片分享会

《众神之地·荒原上的轮
回》

本片以野牦牛为主角，讲述
现代牧民如何与野牦牛相处的故
事。让我们跟随镜头感受高原荒
野的辽阔壮美，并通过影片一起
探寻人、动物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之道。

【分享嘉宾】王琪
【时间】12 月 23 日（周五）18：

30-20：0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一楼读者

沙龙（限30人）

》》苏菲读书会

主题阅读书籍：《父母的觉
醒》

一起探究养育之道，破解家庭
教育的难题，让父母与孩子成为相
爱互助的统一体。

【时间】12月24日（周六）15：00
【线下】台州市图书馆一楼读者

沙龙（限15人）
【线上】“台州图书馆”微信视

频号

》》云水展窗

“版画中的台州府城——
台州历史文化印迹”画展

【时间】12月1日-12月27日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一楼大厅

春华秋实数十载 矢志不
渝献航天——中国载人航
天的成就与展望

【时间】12月7日-12月27日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中庭

●台州市博物馆

》》小玩童

三合潭小狗
三合潭遗址位于玉环市玉城街

道南山村，地处三面环山的三合潭
河谷盆地。三合潭遗址出土了碗、
罐、尊等陶器及原始青瓷片，其中有
一件原始青瓷小狗，造型古朴典雅，
憨态可掬，神气十足。本周的线上台
博，一起为三合潭小狗赋予想象力
与创造力。

【时间】12月24日（周六）9：30-
11：00

【方式】线上微信群
【参加对象】15名6-9周岁学员

渔村鱼事
海边人大多喜欢吃海鲜，喜欢

吃新鲜出炉的梭子蟹，喜欢吃大海
里捕捞的鲳鱼。休渔期结束后，海鲜
市场热闹非凡，各种海鲜华丽登场。
这些海鲜的背后，渔民们过着怎样
的生活？出海捕捞的过程是怎样的？
这个周末，让我们来聊聊渔民的那
些鱼事。

【时间】12 月 24 日（周六）14：
30-16：00

【方式】线上微信群
【参加对象】15 名 8-12 周岁

学员

古代的科技之榫卯
榫卯结构是传统木作的灵魂，

承载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工匠精
神。本周末，跟台博君一起了解我国
传统工艺，提升文物古建保护意识，
做新时代文化的传承人吧。

【时间】12月25日（周日）9：30-
11：00

【方式】线上微信群
【参加对象】15 名 7-12 周岁

学员

》》这里有座博物馆

小小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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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馆的陈列展览蕴含了策展人的无
数心血。让我们通过学习，成为一个
小小策展人。

【时间】12 月 25 日（周日）14：
30-16：00

【方式】线上微信群
【参加对象】15组 7-12周岁亲

子学员

以上活动通过“台州市博物馆”
微信公众号报名

台传媒记者王佳丽

占必青，号柳浪居士，1980年生于玉环。
他是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青年书
法家协会会员、台州市美术家协会理事、玉环
市文化馆美术干部，出版个人作品集《搜妙创
真——占必青山水写生》。

秀甲一方

1995年，初中毕业的占必青考入了温岭师
范，遇到了国画名师陈野林先生。在校的五年光
阴，他紧随陈野林先生学习国画技法，临池不
辍，潜心钻研，“半只脚”踏入了国画艺术之门。

画画有天赋，但无捷径，占必青的“苦功
夫”是从大量临摹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我
都在学习和临摹前人先辈的名家名作，浸润于
不同朝代不同风格的作品之中。这个过程对我
来说很重要，除了绘画技法的提升，更多的，是
被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慢慢滋养，开阔眼界，
提高眼光，明确学习方向。”占必青回忆。

他早期的国画学习以临摹为主，写生创作
为辅。不过，即使在这段被称作“青涩期”的阶
段，他依旧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并取得不
错的成绩。2009年，高达3米的山水巨作《梦江
南》获浙江省“群星奖”金奖；2010年5月，他与
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画友在天台博物馆举办
了“笔底家山——台州六人书画展”；2011年5
月，他与书画好友在玉环观光农业园举办了

“砚边留痕——玉环四人书画展”……彼时的
他，已经在当地文艺圈崭露头角，俨然一颗冉
冉新星。虽然“走得快”，但他越来越觉得“远远
不够”。

这种“不满足”让他做了个决定。“‘砚边
留痕’展览结束没多久，我决定到中国美术学
院‘首届山水写生创作课题班’进修，进行更
系统专业的写生学习。这也是为我的创作找
寻突破。”

这次学习，让他对国画从“雾里看花”得
以“拨云见日”，进入“看山还是山”的新阶段。
很快，他就交出了一份自己满意的答卷——
2012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作品集《搜妙创
真——占必青山水写生》。

以前景的牌坊、溪流作为开景的线索，涉
阶而上，远处山峰高耸起伏，渐渐过渡为柔和
的山体，绵延至远，形成广阔的空间，方寸尺素

尽显开阔境界，这幅描绘巍巍太行的《太行山
王相岩》便是作品集的其中一幅，也展示着占
必青鲜明的创作风格——既有平淡自然的独
到审美，也有搜奇索怪的笔意恣纵，正如其好
友郁俊在书中赠言，“人和画一样，干净利落，
秀甲一方”。他的画往往墨色苍润，奇雄又兼秀
润，极具文人笔意。

温敦恬淡，苍茫浓郁，如行云流水，这种颇
具古意的审美情趣，在他的另一组《画说玉环》
国画作品集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观“玉环公
园琢玉阁”“奇峰崔巍百丈岩”“渔歌帆影鸡山
港”“黄金沙滩白马岙”等画，仿佛随画者云游
乡野，画中所展现的平和闲适的氛围，使人感
到身心放松。“这组《画说玉环》系列作品创作
于2015年，我走遍玉环的各个乡镇，实地写生
采风，最后选取了 12个有代表性的玉环美景
进行创作。”占必青介绍。

数十年来，占必青笔耕不辍，创作作品无
数，其名字和画作常现身于各类比赛和展览
之中。2016年，在台州书画院举办的“唐诗来
了——书画作品展”中，展出了占必青的20多
幅作品；2021年5月，他与另外7位画友在温岭
举办了“春色满园——台州八人书画展”。

走向生活

“清代画家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即
去创作与时俱进的作品。对于身处时代中的我
们来说，创作的作品既是传统笔墨精神的传
承，又是个人思想情怀、生活感悟的表达，也离
不开这个时代的影响。”占必青说。在山水画的
传承与创新之路上，他用传统笔墨为时代讴
歌，寄山水情怀。

比如，描绘济理寺及周边自然风光的《济
理寺泉音》，在2015年6月获得了浙江省“五水
共治”主题美术作品展优秀奖（最高奖）。画中
远山袅袅，溪水潺潺，草木丰茂，构图精巧而笔
墨明快，让人仿佛有“卧以游之”的身临其境之
感，如听泉音。“济理寺是玉环楚门镇一个历史

悠久的寺庙。我常在这一带写生，对这里的风
光十分熟悉。我想，这样一个环境宜人的地方，
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最好体现。”正因为有对
山水的深切感受，才能在体察万物时酝酿创作
之意，感受时代的风声。

“乡村”也是占必青笔下的“常客”，他用
逸笔草草的绘画风格留下一幅幅充满诗意氤
氲的写意乡村图景。山岚雾霭，芳草蒙茸，是
大麦屿石峰山庄恍若桃源的胜景——《美丽
乡村·石峰山庄》入选了浙江省第六届青年美
术作品展；山峦峻厚，树木葱茏，溪水通向幽
谷茂林，展现温州永嘉依山而建、傍溪而居的
岭上生活——《醉美乡村 岭上人家》入展 2019
年“浙江风采——浙江省美术馆界成果展”，
并入选2020年度浙江省群众文艺精品展。

“绘画给予我的，是无尽丰富的精神世界。
它让我热爱生活，感悟身边的一切，捕捉美的
元素。不停地去创作，其实就是在不停寻找美
好的路上。”他说。如果绘画是画家的语言，那
么这一定是千变万化、苍古又瑰丽的一种。

得趣自然，直面山水，可以直抒胸臆。因
此，占必青走到哪，画具就会带到哪。从古城风
貌，到海塘风情，到山川密林，目之所见一山一
水、一木一石、一蛤一螺，皆可形之于笔端，画
尽万物之风韵。这里面既有信手拈来的速写随
笔，也有趣味盎然的小品佳作，当然还有许多
灵山秀水的大幅创作。

他喜欢画天台的山。“台州的山水风光里，
天台的山最绝。”他和友人在天台街头镇张家
桐村写生，被眼前寒岩烟雨蒙蒙、云雾缭绕的
景色所吸引。如梦如幻的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他现场写生了一幅《寒岩》。

他喜欢画玉环的海。“家乡的风景，是我创
作永远的灵感源泉。”无论是描绘《潮汐电站》
中的海山乡潮汐发电站、《归船系列》中渔船归
岸的沙门镇灵门渔港，还是记录上栈头村秀美
村景的《海岛烟雨》、红色大青岛的《大青风
雪》，他在水墨世界里，挖掘自然中散发的生活
气息，寄托对家乡的脉脉深情。

占必青：
笔墨随时代 山河入画来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文/摄

特色点心

寒冬沉降，记者从温岭新城区出发，沿着
城西中心大道向西，再转道疏港公路，一路的
景象从林立的高楼大厦转为零落的村镇还有
连片的田园，穿过几处隧道，复开几百米，即见

“湿地慢生活小镇”坞根的宣传语。
过去的坞根交通闭塞，如今，这座兼具山

海之利的小镇，将红十三军二师烈士陵园、喜
柿山谷等景点串珠成链，成为温岭乡村游必打
卡的目的地。

在坞根游玩尽兴后，游客可以择一处农
庄，尝一尝这里地道的农家菜和特色小食，比
如“糯叽叽”点心——桐子叶包，该小吃入选了

“百县千碗·温岭顶鲜”菜品名录。
在台州，温岭城南与玉环沙门一带盛植桐

子树（学名油桐树）。桐子叶可入口食用，有药
用价值，再加上叶面宽厚，易包裹，所以从前人
们用桐子叶来包裹食物。

农历七月，是桐子叶长得最好的时候，叶
子香味最足。人们便想方设法就地取材做一些
美食。桐子叶包就这样出现了。这是一道具有
地方特色的小吃，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

桐子叶包属发糕一类，温岭本地人还称其
为“发膏鼓”。这道小吃的特色就在于桐子叶独
有的芳香。如今，这道最初由米演变而成的小
吃，几乎伴随温岭人的日常生活，释放出别样
的温情。

故乡味道

坞根镇西山下村村民杨苏琴多年来经营
一家早餐店，主打坞根小吃。桐子叶包之于她，
是和母亲相处的难忘回忆。

小时候，西山下村的山前山后长满了油桐
树。三月春寒，山上桐花如雪，新一季早稻开始
播种，杨苏琴这时便开始盼望：“7月早稻收割
后，又可以吃上又香又软的桐子叶包了！”

等到夏风一来，桐花凋谢，嫩绿的桐子叶
从树枝中冒出，渐渐长到比手掌还大，葱葱郁
郁的，在风中摇曳。

夏季的午后，杨苏琴的母亲舀出一盆用早
稻米打成的米粉，冲着在门外玩耍的她喊一声：

“去摘些桐（子）叶来！”杨苏琴拎起竹篮，就往山
上跑，身后总是跟着“小尾巴”——弟弟妹妹。

进山找准目标后，个子最高的杨苏琴上
树，勾着柔软的枝条猛拽叶子，抓到后就往树
下扔，弟弟妹妹就撅着屁股往篮子里装叶子。

她介绍，桐子叶和梧桐叶相似，她一开始
分辨不清，后来才摸出了经验——桐子叶叶片
呈心形，带有光泽，叶柄的基部有两个对称的
小红点。“听家里长辈说，桐子叶具有清热解毒
的功效，对身体好。”

满载着叶子下山回家，他们发现，发酵好
的米浆已经装盆备用。杨苏琴的母亲开始挑选
宽大、细滑的桐子叶，一片一片地清洗干净。洗
好的桐子叶，去了土味，清香更足，油亮油亮的。

用汤匙将米浆舀至桐子叶中，双手将桐子
叶轻轻一合做成条状，一块块码于蒸笼炊熟。
等到带着米香的水汽弥漫整个厨房，桐子叶包
就出炉了。

杨苏琴从小就趴在灶台边，来来回回目睹
这一系列的流程，渐渐地，也学会制作桐子叶
包的手艺。

如今，杨苏琴已身为人母，也会为家人蒸
桐子叶包。家常味道就这样在坞根，一户户、一
代代地传承下去。

不过，年少记忆里的桐子叶包有了些许改
变。桐子叶是季节性产物，因此，现在铺底糕点
的材料逐渐被更为大众的粽箬叶替代，小吃从
夏季限定变为长年可见。不变的是，清新的味
道依旧让人过舌不忘。

“百县千碗”引人气

记者来到杨苏琴的早餐店。在二楼作坊，
杨苏琴和丈夫刚接到订单，开始制作一批桐子
叶包。

制作糕点的原材料很简单，包括白糖、发

酵粉，以及用粳米打磨而成的米粉。杨苏琴往
盆中陆续倒入 5公斤多米粉、半公斤白糖，撒
了一把发酵粉，再舀出一勺温水，从不同方向
徐徐注入。接着，她的丈夫开始奋力搅拌，使其
充分混合。

初成型的米粉团很快被转入搅拌机，借助
机械的力量重复进行翻转对折，如此持续五六
分钟，待到米粉团表面光滑且无颗粒感，就准
备进入发酵阶段。

杨苏琴说，制作桐子叶包，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难，关键在于发酵程度。如果发酵过头，
蒸熟后会发酸，难以下咽。这一点，靠的还是长
期积累的经验。

冬季的作坊室温偏低，杨苏琴将米粉团倒
入蒸箱中，通过人为制造适合的温、湿度条件，
保证米粉团充分发酵。

过了许久，捧出来的米粉团已明显膨胀，
表面光洁饱满。杨苏琴再次搓揉米粉团成
长条，麻利地揪出一个个小剂子，放在洗
净的叶片上。右手沾上色拉油，将一
个个濡湿的小团子轻轻一卷、一
压，几下就成条形。上百个
桐子叶包如流水线，
被 依 次 码 放 入
蒸笼。锅灶
开始加大马
力，离美味出
锅越来越近。

随着温度升
腾，小小的操作
间迅速被氤氲
水汽充满，就算
打开排风扇，呼
啦 啦 地 向 外 排
气，也挡不住从
蒸笼缝隙里持续
冒出来的米香。

火候一到，蒸屉
一揭，香味愈发扑鼻。捏
起一条刚出锅的桐子叶包，
轻轻摇晃，看似柔软无骨的糕

条，实际上带着韧性的筋度。
顾不得腾腾的热气，轻咬一口，最先溶于

舌尖的是甜味，再多嚼几下，靠着唾液淀粉酶
的催化，淀粉分解天然的麦芽糖再次在口腔里
释放，朴素纯粹，回味甘长，想必这也是当地人
对这道小吃喜爱有加的原因。

杨苏琴告诉记者，前几年，温岭市发起“百
县千碗·温岭顶鲜”评选，她和坞根农家小院老
板杨云良带着桐子叶包报名，顺利入选。之后，
他们又参加了在台州学院举办的台州市“百县
千碗·鲜在台州”美食大比拼活动。在美食市集
展示环节，桐子叶包吸引了高人气。“借助‘百
县千碗’的平台，我们感受到大家对桐子叶包
这道小吃的认可。希望桐子叶包能走出温岭，
被更多人了解和喜欢。”

参考资料：《七月半与桐子叶包》张凌瑞

桐子叶包：一张树叶，包住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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