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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陈 婧

在大陈岛这座神秘又亲切的岛屿
上，依山傍海的石屋错落有致，密密麻
麻的石墙、石路穿插其间，坐落在山坡
之上，形成了特殊的海岛建筑风光。

岛上，一座由石头堆砌改建而成的
步云亭民宿，在风浪里静静诉说着海边
人家的故事。

沉浸在大陈岛的海天一线

古时，海岛人为了抵御台风的侵
袭，就地取材，石石相叠，建起了一栋栋
耐风耐浪的石头屋。

下大陈的近海山坡上，步云亭民宿
在梦幻般的雾气里时隐时现。

走进步云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独

具特色的玻璃房休闲大厅，厅内放置着舒
适的客椅、沙发，可以小憩，可以K歌。

穿过大厅，路过一片小青草地，11
间风格不一的客房分散在院落内。石砌
的外立面朴素平淡，房间温馨舒适，房
内床品及洗漱用品均选用环保材质。

室内香气清新淡雅，与海洋风的装
饰风格相辅相成，好似躺在海边的青草
地上吹着海风，眯起眼，便可以想象过
上一段海岛独一份的半隐海山的闲适
时光。

步云亭在尽量保留石屋特色的同
时，更注重舒适度和风格化。除了常规
的大床房、标准间和家庭套房，还精心
打造了特色的海景单间，这里是观赏日
落的极好去处。

夕阳西下，霞光万道，远离城市的
喧闹，面朝大海人间温柔，海风带着初
夏的暖意，拂面而来……夏日的落日稍
迟，五时过半，太阳才缓缓落下。不一会
儿，晚霞像是喝醉了，把天空染成了橙
红色，耳畔是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即
便趴在窗户边一整晚，睡觉前还是会觉
得不舍吧。

把大陈岛分享给更多人

其实，步云亭最开始是阮敏婷家的
“海岛后花园”。

阮敏婷是民宿的负责人。她告诉
记者，当初改建石屋，本意是自住。“我
和先生都非常喜欢大陈岛，这个人不
算多的小岛，岛民淳朴善良，很适合休
闲放松。我们时不时就会来岛上溜达，
后来也是临时起意，想在岛上安个家。”

2018年初，这个“小家”变成了“大
家”。

热情好客的阮敏婷，经常带朋友们
来自己的“秘密花园”消遣放松。没想
到，这一带竟意外地带出了口碑。在朋
友们的建议下，阮敏婷将其改造成民
宿，正式邀请各地友人、游客，一起分享

大陈岛的美景。
“我们民宿的定位是亲民，价格也

比较实惠，所以回头客特别多。”阮敏婷
说，开业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一对来自
金华的姐弟。

三年前，姐弟俩带着家人一起来步
云亭小住，往后每隔几个月，两家人都
会来住，次数多了，和阮敏婷也成了很
好的朋友。“我们一直在线上保持联系，
他们非常喜欢吃大陈的海鲜，三天两头
要我快递过去，自己吃，也送人。我和他
们开玩笑说，现在是他们专属的‘海鲜
代购’了。”

有海的城市，仿佛总是浪漫些。
近年来，海岛游走俏，国内许多小

众海岛吸引了游客前去打卡。旅游资源
多样的大陈岛，更是实现了旅游受众

“老少通吃”。
阮敏婷告诉记者，大陈岛红色旅

游资源丰富，早些年一直都是台州本
地人家庭游、老年游的热门选择。从去
年年初开始，她发现，岛上的年轻人变
得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今年‘五一’，
整个假期我们每天都是满房的，年轻
情侣、朋友结伴的预订量最多，占六七
成。”阮敏婷还表示，相较往年，今年台
州以外的游客预订量增加了近 40%，
省外的游客群体也在逐渐增加。

她介绍，自己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已
经做好了准备，在保证住宿品质的同
时，针对前来研学的学生团体将推出暑
期优惠活动。

“民宿与酒店不同，我希望大家来
了，觉得自己像住在家里一样，要随意，
要舒服。”今年年底，阮敏婷打算将步云
亭重新升级改造，增加客房数量，提高
住宿品质，更好地迎接新朋友们来大陈
岛做客。

步云亭，值得为它“停一停”

步云亭民宿一角。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近年来，旅游资源多样的大陈岛，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岛上的民宿业
也迅速发展起来。

●台州市图书馆

刀耕笔耘——吴良永书刻艺术作品展
【时间】4月19日—5月30日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中庭

》》纪录片分享会

分享影片：《戚继光》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东
南沿海十数年，纵横万里，消灭倭寇数以万计。其中，明嘉靖
四十年（1561）四月至五月，戚家军在台州的抗倭战争中连续
胜利，史称“台州大捷”，彻底改变了明朝抗倭的形势。

本期分享纪录片《戚继光》，聚焦戚继光在东南沿海的
抗倭经历。纪录片通过分集《参将》《倭患》《新兵》《铁军》《战
神》，讲述戚继光的成长故事，并用独特的定格动画这一创
作手法，风格化地呈现了其光辉的英雄形象。

【活动形式】观影+分享
【分享嘉宾】卓文康
【时间】5月26日（周五）18:30—20:0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一楼读者沙龙活动室

》》TA的故事——真人图书馆

如何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

孩子的成长，是在和父母的互动中完成的。情绪稳定的
父母，才能和孩子有良好的互动，促进孩子人格的健康发展。

来真人图书馆聊一聊，如何科学地管理情绪，做一个情
绪稳定的家长，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

【主讲人】丁茜茜
【时间】5月27日（周六）15:00—16:3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一楼读者沙龙活动室
【活动人数】25人

》》挑战一年读48本好书计划

借阅书籍：《夏季从阿龙山开始》

《夏季从阿龙山开始》呈现了作者对于草原生活、故
乡人事的观察，刻画出了辽阔草原日常生活中的自然风
情和朴素人情之美，文笔清新刚健，令人心生对自然与生
命的敬畏。

【时间】5月27日—6月2日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总服务台

●台州市文化馆

第二届台州市青少年儿童音乐（声乐）大赛
【时间】5月27日（周六）8:30—21:00
【地点】台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剧场

第二届台州市青少年儿童音乐（器乐）大赛
【时间】5月28日（周日）8:30—21:00
【地点】台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剧场

中国画美育
【主讲嘉宾】张国樟
【时间】5月28日（周日）14:30—17:30
【地点】台州市文化馆217室

第十五届国际华人艺术节【中国·台州】
【时间】5月28日（周日）9:30—17:30
【地点】台州市文化馆艺工场

海宁·椒江视觉艺术迎亚运书法作品展
【时间】5月22日—5月28日
【地点】椒江区文化馆艺空间展厅

●台州市博物馆

》》小玩童

对镜贴花黄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是古时女子对着镜子挽

云鬓的生活画面，当时铜镜已经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
古代，铜镜最早是用来祭祀的礼器，在春秋战国至秦一般都
是王和贵族才能享用，到西汉末期铜镜就慢慢走向民间，是
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这个周末，走进台州市博物馆，
一起来探究铜镜的世界。

【时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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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周岁学员

烟雨江南之白墙黑瓦
江南水乡民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

渡文化。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传承着居住和生活
方式。经过一代代能工巧匠的双手，将一座座房宅安置在潺
潺流水之中，令人倾倒。江南的屋，白墙黑瓦，青砖瓷阶，仿
佛每一间屋都蕴藏着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又好像是一个
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这个周末，让我们来描绘江南水乡的
粉墙黛瓦吧。

【时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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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周岁学员

陶器，泥土的重生
陶器是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和人类定居生活的需要而

产生的。考古发现所获得的资料证明，我国的陶器生产距今
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陶器是原始先民主要的日常生产和
生活用具。考古出土的陶器，大多都有破损，需要人为修复。
来台州市博物馆，走进陶器的世界，体验文物修复的旅程。

【时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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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文/摄
今年年初，我市又添一批浙江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路桥95后女书法家罗嘉
怡名列其中。

“书法这门艺术，不仅承载着时代
的精神气象，也传达了个人的才情气
质。”罗嘉怡说。

一

欣赏罗嘉怡创作的《金刚般若波罗
蜜经（节选）》，可见笔墨圆润壮美，笔画
转折、提顿自然灵动，虽没有字与字间
的连绵，但通篇流水行云、气韵贯通。

她使用的书体是章草。章草源于篆
隶的草化，保留隶书的波磔是其显著特
征。创作这幅作品时，她吸纳了敦煌草
书墨迹的精华，在章法上尤其注重空间
构成，适度的拼贴丰富了作品的观赏
性，墨色干枯浓淡的变化让作品更有层
次感。

“为了写好这幅字，我只有回到‘历
史现场’，把自己置身于当时的历史背
景、历史条件下，去领会作者的思想和
情感，尽可能地让自己感同身受。同时，
我也融入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在具体
创作时，墨色的浓枯、运笔的疾滞、章法
的疏密，都是我情感的自然流露。”罗嘉
怡说，这样去写字，才能越写越有味道，

越写越逼近历史真实，越写越能让自己
的思想和灵魂得到进一步升华。

去年，这幅作品荣获“潘天寿杯”浙
江省首届青年书法篆刻展优秀作品奖。
该作品入省展，成为她加入浙江省书法
家协会的“敲门砖”。

今年 3 月，她的章草作品《楞严经
（节选）》又上榜浙江省书法篆刻“草书
百家”。该作品以敦煌章草为基础创作，
运笔干净利落、笔画饱满圆润、结构俊
美清秀……远观通篇，密密麻麻的字
里，带着一种天然的秩序感，就像是一
串串序列码；近看，又如同无行无列，率
意而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二

罗嘉怡1999年出生于路桥金清。很
多人从小与书法结缘，而她小时候从没
学过书法。

她学书法，最早开始于 19岁。那是
2018年，台州学院美术师范专业的这个
班，来了一个由设计专业转来的、连毛
笔都不会握的零基础插班生，她就是罗
嘉怡。书法是师范生必备的专业技能，
她来时，班上其他同学多少有些书法基
础，而她却是一片空白。

毛笔课每两周一节，一开始，因为
字写得差，她经常被老师批评。有一次
上课，她写了一个“水”字，被老师批评

“捺”这个笔画写得不行。当时她忐忑不
安，不停地向老师解释，自己是新转来
的，没学过写“捺”。这些批评让她感到
很挫败，一度对书法产生了厌恶。她曾
想，这学期的书法课上完后，要把所有
的装备都扔掉，不再练习书法。

后来，她对书法的态度发生转变，
也源于课堂上老师的一次夸奖。那一
次，老师让她写一个“藝”字。经过她的
座位旁时，老师夸奖道：“这个字写得不
错，有进步！”这是她在书法课堂上第一
次被老师夸。一直认为自己学习书法毫
无天赋的她，似乎觅到一缕微弱的光。
正因为老师这么一句话，她有了坚持下
去的动力。

“学书法没有捷径，如果一定要找
一条捷径，那就是勤奋。”为了快速缩短
自己与同学之间的差距，很长一段时
间，她在苦练书法中度日。

那时，除了上课、吃饭和睡觉之外，
她都在专业课教室练书法。最直观的感
受，就是自己的审美水平逐渐提高了。
有时，一幅好的作品，会令她如痴如醉。
而写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字，这种快乐
和满足，她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她放大了自己的“野心”，立
下目标要在四年时间内掌握五种字体，
还要把经典的书家名帖临好。大三时，
她不仅学了颜真卿的楷书、李斯的篆
书，还学了篆刻的基本功……涉猎广泛
了，她又开始焦虑，自己没有一种字体

能学到精通。一位朋友一语惊醒梦中
人，“会的杂，不如学得精”。后来，她专
注于练习章草。

记草书的草法，是她在学习中遇到
的“拦路虎”。她将一些书法家的今草，
进行归纳和总结，将相同的偏旁部首和
草书符号归纳在一起，再通过口诀的形
式记忆。创作时，她把想要写的内容先
在大脑里过滤一遍，“翻译”成草体后再
写出来。

她的作品，字数往往是比较多的，
在记草书的草法上就要花费大量时间。
比如创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节选）》，
临帖时她便有意识地背字，从开始记忆
到准备创作，她足足花了3个月的时间。
而她创作一幅四尺全开的作品，需要 5
至7个小时。

学习草书时，她逐渐体悟到，起伏
跌宕的书法线条就好比人生轨迹，它是
鲜活生命的一种拓展和延伸。

三

2021年，罗嘉怡大学毕业。在人生
的交叉路口，几经犹豫，她放弃原本的
美术专业，转而成为一名书法老师。她
与朋友合作在路桥区开办了一家书法
培训机构，名叫会点书法。

也是在这一年，她加入了郑聪宾
书法名家工作室，师从郑聪宾，全身心

地投入章草学习和创作。在这之前，她
也曾拜于台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王波
门下。

短短几年，她收获颇丰。2022年，除
了在“潘天寿杯”浙江省首届青年书法篆
刻展上获奖之外，她于7月参加了台州市
第三届书法临帖展，临帖作品《因明入正
理论略抄（节选）》荣获优秀奖（最高奖）；
8月，她的作品入展第三届“赵孟頫杯”全
国书法篆刻展；9月，《楞严经（节选）》荣
获浙江省第六届“温泉杯”书法大赛优秀
提名奖；12月，作品入展首届长三角书法
篆刻大展。今年年初，她的作品在“浙江
书法奖·沙孟海奖”第十一届全浙书法篆
刻大展上展出……几乎每个月都有喜
报，以至于周围的朋友戏称她为“比赛
专业户”。

罗嘉怡觉得，在习书这条道路上，
自己还有很多不足，比如擅长的书体不
多，学习也不够深入。她觉得，现在仅仅
只是入门，以后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艺术是一份充满孤独、没有退休
的工作，一旦爱上，便是一生。学习书
法，要以古为师，沉下心来，全身心地投
入，抛却功利心，才能保持艺术的本
真。”罗嘉怡说，书法是一种能代表中国
传统文化以及人文精神的符号，书法的
基因根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而
她也在挥运自如的书写中，不断捕捉和
留住生命中的精彩。

罗嘉怡：书香墨韵传风雅

罗嘉怡书法作品《因明入正理论略
抄（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