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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伟华）2月 17
日，画展《插曲第一》在台州当代
美术馆开展，展出中国美术学院
研究生林珈亦、曹近桐、王楚凡、
曾雯洁的 30 多件作品，展期至 3
月17日。

“娱乐是目的，失控是恒定的
常态。”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多维
表现工作室研究生、我市女画家
林珈亦的作品《享乐常数》，三块
图板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状态，
它们有时独自运作，有时协力做
功，安排了无数喜剧或悲剧。这三
块图板，可随意更改，其中的图片
会持续增减。

还有曹近桐的《无罪》及其序
列，由《无罪 0》（摄影）、《无罪 1》
（装置）和《无罪2》（装置）等6件作
品组成，各具特色。

王楚凡的作品《黄雨》，以西
班牙乡土文学中的代表作——胡
里奥·亚马萨雷斯的《黄雨》作为
创作背景。《黄雨》文笔优美，小说
里写道：“我会是唯一一个、第一
个和最后一个得知自己死讯的
人，所以我该自己走到路上，告诉
某棵树或某块石头：我死了。可我
做不到。”

而曾雯洁的摄影作品拍摄于
苏格兰高地。第一张拍的是二月
的洛蒙德湖，一分为二的构图，干
枯的树林和流动的河水，呈现出
动与静的结合；第二张拍摄的是
格伦芬兰的一处古遗迹。

“为什么要用‘插曲’作为画展
标题？我心中的‘插曲’，是跳脱于
正常生活之外的一种状态，选择进
入一段插曲，就是选择一种新的可
能。在当代，艺术的作用在于寻找
更多的可能和不同的出路。其重要
之处不在于‘找到’，而在于‘在找’
这个过程。作为艺术家，我们需要
反复练习这一关键动作，去维持身
体和头脑的灵活性，并期待在某个
巧合的时刻，出现新变化。”林珈亦
说，“艺术应如何介入人们的生活？
在考量一些作品与空间的关系时，
我们将观众与展览的关系也纳入
里面。因为艺术，需要与艺术之外
的世界发生关系。这一关系，不一
定是温和的，也可能是挑衅的。只
有在不确定的事物中，才会诞生新
的东西。”

她们希望通过这场展览，将
这一艺术创作的核心理念清楚地
表达出来，并传达给更多的观众。

画展《插曲第一》开展

台传媒记者王佳丽

祝磊，北大附中台州飞龙湖学
校戏剧教师，路桥区戏剧家协会成
员，曾任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戏剧
教师、哈尔滨话剧院青年剧团演员。

一

在成为教师之前，祝磊曾是哈
尔滨话剧院青年剧团的一名演员。

从艺多年，他在舞台上参演的
大多是喜剧。想要演好一个喜剧角
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祝磊还记
得自己参演《窗户上的尸体》时的情
形：“这部作品改编自外国戏剧。我
们既要保留鲜明的外国元素，又要
增加有趣的本土笑料。我扮演助手
这个角色，在形象上设计得更加‘弱
小’，肢体语言更加夸张，通过强化
对比增强喜剧效果。”

不同于表演悲剧或正剧时将整
个人投射进角色里，对祝磊来说，表
演喜剧更多时候是“抽离”——把自
己抽离出来，就像是把意识悬浮在
半空中，操控着台上的自己做出各
种动作和表情，去和搭档配合，并时
时关注观众们的反应。“观众给你的

正反馈是非常有力量的。因而每次
演出谢幕时，站在台上听见观众的
掌声和欢呼，是我作为演员最有幸
福感的时刻。在生活中，有时能够被
观众认出，于我而言特别惊喜和快
乐。”祝磊回忆道。

除了舞台剧，祝磊也曾在影视
剧里出演过一些角色。“那个时候，
每天的生活简单而快乐。”

这种追求“简单而快乐”的信
条，似乎也是他的生活准则。“在报
考辽宁大学艺术学院表演系前，其
实我没有任何表演经验，没想到顺
利考上了，这才开始真正接触表
演。”他说，“大学不仅让我得到专业
上的成长，改变了我内向的性格，也
让我学会用演员的视角观察他人、
观察生活。”

“2011年，我参演了一部献礼建
党九十周年的主旋律电影，在里面
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后来电影上
映，祝磊邀请朋友们去电影院看，

“现在回头看，对于自己过去的表演
总会带有遗憾。不过当时看见自己
的身影出现在银幕里，好像完成了
一个小心愿，感到心满意足。”

2018 年，祝磊离开了哈尔滨话
剧院，在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任教

三年。面对学生，祝磊觉得：“表演和
其它艺术一样，都需要‘师傅领进
门，修行靠个人’。老师可以起到启
发和引导的作用，但更多时候需要
自己慢慢体会。好演员肯定是沉下
心来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种细腻
的情感，再加上经验的累积，才能做
到恰如其分的表演。”

虽然离开了喜剧舞台，但祝磊
依然热爱喜剧，经常看喜剧表演，

“高级的喜剧常常能让人笑中带泪，
发人深思。”当然，他也喜欢看电影，
敬佩于《肖申克的救赎》里主角敢于
逃离束缚的勇气，同感于周星驰电
影中小人物的真实，“经典电影值得
反复刷，不同的年龄阶段去看，我都
会有不同的感受。”

而演员的经历，除了带给他多
彩的生活方式，也让他拥有更强
烈的共情能力，去体察身边的事
物——“我时常感觉我们每个人的
人生就像一个正在播放的录像带，
所有剧情都是被写好的。录像带慢
慢播放着，我们当事人身处其中，
只有下一秒来临才知道结果。”也
许正是这种“命定”和“不确定”的
徘徊，命运将他抛到了东南沿海的
这座小城。

二

2021 年的这个选择，对于祝磊
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面对的不仅
是陌生的城市和不同的文化，最重
要的是，他的身份和责任也有了变
化——从戏剧表演的专业教学到做
好儿童戏剧教育。

祝磊入职的北大附中台州飞龙
湖学校，倡导个性化教育，充分发掘
艺术、体育等在学生心灵成长上的
教育功能，因此开设了一系列创意
课程。祝磊负责的是戏剧表演相关
课程。“面向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
学生，我们组建了‘小学俱乐部’，即
戏剧影视表演基础班；面向初一和
初二的学生，我们组建了‘初中俱乐
部’，即先锋剧团。”此外，他还负责
组织电影赏析课，同时也是电影俱
乐部的指导老师。

戏剧教育能给孩子们带来什
么？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祝磊认为
目的并不相同。“低年级的孩子，我
们会更注重他们兴趣的培养，让学
生在课程中释放天性，提升自信心。
而高年级的孩子，他们有更强烈的
自主意识，除了给予台词、表演的教
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在参与表
演的过程中，通过和同伴相互协作
从而增强沟通表达能力，通过和角
色感同身受从而得到自身的成长，
实现综合素质的发展。”

学校的黑匣子剧院和下沉式
剧场为学生打造了专业的课堂和
舞台——黑匣子剧院还拥有推拉
式观众席，以及灯光、音响等设备。

“黑匣子剧院的硬件设施十分完
备，学生们在这样一个沉浸式的环
境里，会更有融入的氛围，也更有
灵感的迸发。”

目前，初中俱乐部已排练了多
个舞台剧，既有国学主题的，如围绕

《道德经》编排的作品；也有红色主
题的，如《我记得你，你就活着》；还
有以课本教材为主题的，如以海伦·
凯勒故事改编的《海伦·凯勒》。其
中，《海伦·凯勒》在2022年全市中小
学“阅·演”越精彩课本剧大赛（初中
组）中获得二等奖。未来，他们还想
尝试创作更多具有台州元素的原创
戏剧。

此外，祝磊也在不断创新课程
的形式，注重学生的个性表达和综
合能力锻炼。去年，他带领初中俱乐
部的学生进行原创剧本撰写和微电
影拍摄。“我的作用依旧是启发和引
导，抛出话题后，让学生们自己讨论
如何构思脚本和分镜，如何分配角
色，然后学生出镜扮演、参与拍摄。”
最终，大家一齐完成了一部三分钟
的微电影作品《流言蜚语》。

除了创新课程形式，祝磊也在
努力拓宽戏剧教育的价值，发挥戏
剧更大的教育意义。“近期，我们正
在研究新的课程，我和心理老师准
备将戏剧与心理相融合，在日常课
程中加入戏剧必修课，利用戏剧教
学，帮助学生建立更健全的人格，促
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祝磊：在戏剧中获得自愈和快乐

台传媒记者王佳丽

2月11日，一场意趣盎然的诗
词交流活动——“2023年博物馆诗
词大会”在天台县博物馆举办。作为
主讲嘉宾，许辉分享了自己学习诗
词的经验和心得，并与孩子们现场
玩起了诗词飞花令和诗词韵律操。

“我看到了孩子们对诗词的
热情。在那个时刻，我感觉自己成
为连接孩子对传统文化、对古典
诗词热爱的纽带。”许辉说道。

在外人眼中，天台育英中学
体育老师许辉这个名字开始与

“诗词”绑定在一起，是因为不久
前她作为选手登上了央视舞台，
参加《2023中国诗词大会》节目，
并且两次冲出百人团，在“燃”和

“先生”两大主题中上台答题，留
下了令人深刻的表现，也让“你的
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这个梗小
小出圈。

不过对于许辉自己来说，诗
词更像是一位生活中的“老朋
友”。她回忆道：“关于诗词的启
蒙，大概是南方姑娘性格里天生
自带的敏感细腻，从小就自然而
然地被诗词吸引了。初三那年，我
进了运动队。运动队训练的日子
枯燥而艰辛，我就养成了写日记
和摘抄好词好句的习惯，并一直
保留到现在。也就是那时开始，我
有意识地接触诗词，感受到了诗
词的魅力。”无论是“长风破浪会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还是“少
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
功”，诗词在打开她广阔的文学世
界的同时，也给予了她拼搏赛场
的勇气和坚持，原本应该与诗词
歌赋越离越远的人生道路，也因
为热爱，越走越近。

多年下来，许辉已累积了不
少摘录本，每个摘录本里都密密
麻麻抄满了诗词——她还会细心
地用黑笔抄录诗词，用红色或蓝
色的笔在诗词旁做注解或笔记。
其中有一本被她在封面上诙谐地
写着“葵花宝典”四个小字，便是
她最新的一本摘录本，也是她为

《2023中国诗词大会》做的“赛前
准备”。

除了“烂笔头”，许辉背诗也有
自己的小技巧。“我背诗习惯从易
到难，这样会更有成就感。当然，也
倾心于从自己喜欢的诗人开始背
起，比如李白、李清照、白居易等。

中国的诗歌是有‘画面’的，背诗的
时候在脑海里勾勒图画，会更便于
记忆，比如在念‘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的时候，你会自发
地想象出花繁草茂的春日胜景。”

如今，因为工作繁忙，她利用
做家务、开车等空闲时间来“听
诗”。用许辉自己的话说，诗词充
盈着她的日常，是她普通生活里
的一些甜蜜点缀。

“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
天台去”“问我今何去，天台访石
桥”“因话天台归思生，布囊藤杖
笑离城”……除了一些耳熟能详
的经典诗词，许辉最熟悉的莫过
于天台相关的诗词。

天台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
里不仅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
地，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地，
也是无数文人骚客心向往之的诗
和远方。许辉觉得，家乡悠远而丰
厚的文化一直默默滋养着她。也
因此，在《2023中国诗词大会》“先
生”主题的“数字+地名”的飞花令
环节里，她脱口而出，便是“天台
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我
很热爱家乡天台，并为她感到骄
傲。这次以诗词的方式来到央视
舞台，我觉得也是一次展示天台
文化的好机会，这让我感到非常
荣幸和自豪。”她说。

分享天台文化，挖掘诗路天台，
实际上，在这之前，许辉便已经有所
行动。作为天台县政协委员，早在
2019年，许辉在天台县政协十届三
次会议中就提交过一份题为《关于
打响浙东唐诗之路目的地的建议》
的提案，得到相关部门的及时反馈
和改进落实，助推当地文旅融合。

同时，作为一名扎根体育教
学和竞技体育发展16年的基层教
师，许辉也一直践行着言传身教
的准则。不仅以体育人，点燃孩子
的“体育梦”，还以诗感人，培养学
生的诗情——在教学中，许辉创
意地将诗词融入体育锻炼，用诗
词的平仄韵律代替“一二一”的做
操口号，让运动变得更有诗意。

“我始终觉得，诗词是融在中
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是我们宝贵
的精神财富。我在广博的诗词世
界里也只是个初学者，但我还是
期待这份热爱可以影响更多身边
人，能够带动更多学生爱上诗词，
爱上传统文化。”许辉说。

天台许辉：
一位体育老师的
“诗词之心”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文/摄
呈岐，位于临海市东塍镇的东

边。据传，原陈氏居住岐山，始名为
陈岐村，后陈氏迁居外地，何氏迁居
此地，改称呈岐。

这是一个淳朴美丽的山中村
落。雨雾缭绕，青山环抱，清一色的
石屋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远远看过
来巍峨壮美，故有“深山里的布达拉
宫”之美称。

2014 年，一对年轻情侣路过此
地，被村中的景色绊住了脚步，和朋
友分享了这个地方。之后，几个年轻
人和这个小山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租房、设计、装修，经过一番打造，
2018 年，呈岐农场开始营业。2020
年，鹿寻·呈岐山居民宿和大家见
面。2022年底，鹿寻·呈岐山居民宿
被评为省级银宿。

打造

“那两个年轻人也就是我农场
的合伙人，是他们让我遇到了这个
小山村。”早春的清晨，在鹿寻·呈岐
山居的大厅内，民宿负责人之一王
玲见一边喝着茶，一边讲述民宿的
故事。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照射到
桌子上，静谧温馨。

王玲见1980年出生于临海市白
水洋镇。他的父母是果农，感叹于父
辈的辛苦，每年杨梅成熟的季节，他
都会帮着家里一起售卖。“一般在网
上销售，或者和企业合作。”

2014 年，王玲见放弃了原本安
稳的工作，和村子里几户果农联合
成立了小玩子水果合作社，成了一
个“新农人”。

“其实，我们几个合伙人都是
‘农二代’。”彼时，乡村振兴的大潮
席卷而来。作为一群有乡村情怀的
年轻人，他们决定抓住机会，在乡村
实现自己的抱负。

遇到呈岐后，几个人一致决定
在此地投资建设高端民宿，先行试
点配套农场，用于承办集体团建、公
司小型会议或家庭亲子活动等。

经过近十个月早出晚归的努
力，2018年，呈岐农场惊艳亮相：石
头屋、竹篱笆、绿草坪、阳光房、大露
台，房子中西结合，别具一格。

此外，他们还承包了附近的山
地，种植了许多水果和农作物。

“农场营业后，很受欢迎。我们承
接了很多团建和研学活动。水稻成熟
的季节，客人可以体验收割水稻；杨
梅成熟的季节，客人可以体验采摘杨
梅……很多人都说这里是他们向往
的生活，是诗和远方。”王玲见说。

农场成功运作后，王玲见一行
人便开始打造民宿。鹿寻·呈岐山居
就位于呈岐农场的对面，两栋房子
隔着山谷遥遥相对。它位于山谷的
最前排，对面是苍翠绵延的群山，脚
下是层层叠叠的梯田，视野极佳。

“因为我们的合伙人之前就有
做民宿的经验，所以在打造呈岐山
居时，没有请设计师，房子里的一砖
一瓦、一草一木都是自己设计施工
的。”王玲见介绍。

历时近八个月，经过新一轮的
早出晚归之后，2020年，鹿寻·呈岐
山居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落成。

守候

呈岐山居是在村中老房子的基

础上改建的，建筑以纯白为主色调，
搭配大片的落地窗，干净明亮。

步入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大堂。大堂是一个挑高的玻璃房，
靠窗侧放置了亚麻色布艺沙发，墙
上安装了投影幕布，酒足饭饱后，
客人可以在这里悠闲地看场电影。
再过去，摆放了几张原木色的桌
椅，阳光不错的午后，一盏清茶，一
本喜欢的书，便可获得心里的一份
宁静。因为采用了大片的玻璃，即
使在大堂内也拥有不错的观景视
野。抬头，斑驳的竹影倒映其上，颇
有些雅韵。窗外是高大翠绿的树
木，透过层层叠叠的枝丫，还可以
窥见远处山谷的景致。

推门进入庭院，可见一个布置
温馨的现代露台。在昏昧的光束里，
远处苍山莽莽，天色青青，坐下仔细
望，恍然觉得诗中描绘的“桃花源”
便是眼前的景象。

露台边还搭建了一个无边泳
池，如果是夏季，置身其中，戏水乘
凉，拍照打卡，好不快哉。

民宿总建筑面积达260平方米，
只打造了 4个房间。“我们有豪华山
景房、Loft亲子房、山景大床房和山
景双床房，每个房间都有各自的特
色。”王玲见介绍。

豪华山景房面积最大，视野最
佳。室内配备了大落地窗、全景天
窗、浴缸、客厅、榻榻米、投影仪……
试想，住在这样的房间里，清晨，慵
懒的阳光从山林树叶的缝隙中漏出
点点光影，透过窗帘缝隙，唤你起
床；夜晚，躺在床上透过玻璃房数着
满天的星星，伴着舒适的山野声入
眠。这样的生活，多么美妙。

Loft亲子房则适合一家人居住。
楼下，小鹿造型的小木桌和小帐篷，
轻而易举就能俘获孩子的心；楼上，
日式榻榻米，窗外的无边美景，让大
人轻松卸下疲惫。

“房间里的许多小装饰，都是我
们手工做的，比如挂在床头的立体
装饰画，是我们捡了山上的枯木枝
和松果拼起来的。”王玲见说。

鹿寻·呈岐山居营业后，将呈岐
这个桃源小村推到了大众的眼前，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随着游客的到
来，村中的年轻人也出现了回流。

“我们刚到这里时，村中几乎看
不到年轻人。现在，一些年轻人回到
故乡，和我们一样办起了民宿。他们
经常向我们请教民宿装修、运营问
题，我们热心解答、给予帮助。”王玲
见表示，“我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努
力，为乡村振兴贡献一点力量。”

鹿寻·呈岐山居：
赏自然美景，享山中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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