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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陈 婧/文 杨 辉/摄

7月 12日，台州市博物馆 2023年度
文物征集捐赠仪式举行。来自各地的收
藏家将精心挑选的“宝贝”，捐赠给台博。

“把这些藏品留在这里，应该算是
‘物至所处’。”来自宁波慈溪的周正旺为
台博带来了越窑瓷片、青铜器等 4件藏

品。椒江的郭奕成自去年起，向台博捐赠
了 15件（套）两晋藏品，“捐赠文物不仅
可以充实博物馆的馆藏，藏品可以被更
多人观赏，是一件‘幸事’。”

在捐赠仪式上，台州市博物馆藏品征
集工作专家委员会成立，邀请台州 20名
文史和收藏专家协助台博开展拟征集藏
品的调查、筛选、鉴定、评估等相关工作。

文物是历史的最好见证，博物馆则
是文物最好的归宿。

目前，台州市博物馆共有藏品 2356
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2件（套），二
级文物27件（组），三级文物282件（组）；
去年新增藏品 45件（套），通过征集购买
19件（套），接受捐赠 26件（套），包含国
家一级文物2件（套）。

“馆藏中，有 1082件（套）来自社会
各界捐赠，捐赠的个人或单位有 280余
位。”台州市博物馆主要负责人陈靖表
示，对于博物馆而言，文物捐赠的意义十
分重大，既是博物馆收藏的重要补充，更
是衡量博物馆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标准之
一。据统计，在今年上半年度的文物征集
工作中，台博共收到十几位藏家的 70多
件藏品。目前，台博委托本地专家，根据
藏品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地方历史价
值、展陈匹配度等进行筛选。

同时，台博也持续面向社会各级征
集藏品，特别是和台州历史文化密切相
关的藏品，比如台州历代书画作品、历史
名人的古籍、手稿、台州革命历史和建设
发展的相关物证等。

此次文物征集捐赠仪式，也是台州
市博物馆成立7周年的活动之一。

台州市博物馆自 2016 年 7 月 12 日
正式开放以来，参观人数已超 210万人
次。除了台州市民，还接待了大量来台州

旅游的国内外游客。
7年来，台博始终以公共文化服务作

为首要工作任务，共开展活动1136场，形
成了“小课堂大历史”“小玩童”“大工匠”
三大品牌，并在全市文博领域率先引入

“steam”教育理念，实现跨学科融合；以王
士性为原型，设计台博君形象 IP，“台博君
文教志愿服务项目”荣获台州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胜奖和全省
十佳青少年教育项目、全省博物馆优秀志
愿团队；短视频《趣，台博》荣获首届全省
博物馆十佳新媒体短视频奖。

7年，2356件（套）藏品、1136场活动、三大品牌……

台博七周年，藏家来赠宝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文 杨 辉/摄

7月6日至9日，第十五届浙江·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在绍兴举行。

仙居针刺无骨花灯、台州刺绣、温岭
草编、黄岩翻簧竹雕……借助这一省级
平台，台州一大批优秀非遗项目和非遗
文创惊艳亮相，展示独特魅力。

此次博览会还组织专家评审开展系列
评选活动，台州共有21位传承人51件作品
参加评选，摘得6金6银6铜。另外，台州市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荣获最佳组织奖，
台州食饼筒获传统美食类项目银奖。

展会大放光彩

为期 4天的展览，台州馆每天人来
人往。

此次台州馆的整体布置以雅韵为主基
调：轻盈的纱幔，白色的展板，原木色的支
架，搭配暖调的灯光，方寸之间，禅意彰显。

展馆集中展示了台州窑青瓷制作技
艺、海派山水盆景技艺、玉环渔民画、金
属雕塑技艺、稻草画、台州食饼筒制作技
艺、台州插画艺术等40余项非遗项目。

展览第一天，蔡一平的台州窑青瓷
展位前，便围了不少参观者。“这些瓷器
太精致了。”不时有人发出赞美。

蔡一平是台州窑青瓷技艺非遗传承
人，致力于发扬台州青瓷文化。基于台州
宋韵文化和海洋文化，她开发了一系列

台州窑青瓷产品。
此次博览会，蔡一平带着部分产品

参展。其中作品《台州窑青釉刻萱花笠式
碗》获得博览会银奖。在蔡一平看来，这
些瓷器并非艺术品，而是生活中的寻常
用品，同时赋予生活一种美学。

在众多展品中，陈军敏创作的稻草
画系列作品也颇受欢迎，每天有许多游
客驻足欣赏、拍照。他的作品《五福图》获
得博览会金奖。

要说人气旺，台州非遗美食当仁不
让。Q弹软糯的毛氏米豆腐、煎得外皮酥
脆的食饼筒、味鲜爽口的鱼皮馄饨……
各式各样的非遗小吃，征服游客味蕾。

展览期间，展馆最前面的舞台演绎区
还安排了非遗展演，台州道情表演、台州
插画技艺表演、台州乱弹表演……形式丰
富的展演，不仅增加了和游客的互动，也
让他们近距离感受台州非遗活态文化。

从传统技艺到富民产业

台州非遗的惊艳亮相，不仅向全省全
面、系统地展示了台州非遗的魅力，也给
台州诸多非遗企业搭建起文旅交流平台。

红石梁集团天台山乌药有限公司负
责人带着天台乌药、红曲酒等非遗产品
参展，收获颇丰，“展览期间，许多游客来
咨询我们的产品，了解购买渠道。”

由仙居蓝花布印染技艺制作而成的
手工布袋、钱包等文创产品，一摆上展台

就吸引了一拨又一拨客人询价。
还有多家非遗企业，在现场销售、达成

合作意向、产品交流等方面，收获颇丰。
近年来，台州以市场为导向，以再开

发和再创造为路径，将非遗文化价值转
化为创意资本，让传统非遗在新时代焕
发生机。

王灵华是玉环金属雕塑技艺非遗传
承人，此次带着 11件作品前来参展，其
中作品《小男孩》获得博览会银奖。

凭借金属雕塑技艺，2017年，
王灵华创办福建鑫乐艺集团，坚
持用手工锻造来追求技艺与质
量的双向平衡，并将此技艺应用
于现代艺术家具与金属茶具的
制作中。2018年，王灵华回到家
乡玉环，创立浙江玉环湖韵文创发
展有限公司，将家乡从事金属锻造的
匠人汇聚起来，带着大家共同致富。如今，
他的公司年产值高达2000万元。

仙居针刺无骨花灯是国家级非遗项
目，其精美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圈粉无
数。传承人陈建伟制作的状元灯，在博览
会上获得金奖。

陈建伟表示，传统的仙居花灯因为
工序繁琐、耗时长，普通人很难上手体
验。为了让它更好地走进普通大众，他于
2013年首创仙居花灯手工包，融合科学
技术，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创新样
品，使之简单化，让顾客能够在 2个小时
内完成一盏灯的体验制作。

“如今，花灯手工包年销量在 5万份

左右。”陈建伟表示。
台州刺绣是浙江省

非遗项目，其代表性传
承人廖春妹此次带着
作品《喜见花开》亮
相，获得博览会金奖。

廖春妹自幼学习
刺绣，1989年与丈夫一

起创办台州绣都服饰有限
公司，坚持走台州刺绣产业化之

路，带动当地妇女在家就业创
收。该公司先后在香港、北
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多个
城市的机场免税店、高档商
场、博物馆平台建立销售网
络，取得了较好的经济与社

会效益。

从博览会获奖看台州非遗转型发展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7月6日至7日，由浙江演艺集团、浙江歌舞剧院、中共椒江区
委宣传部联合创演的大型舞剧《风起大陈》，继6月29日杭州首演
后，连续两晚在椒江演出，吸引2000余人观看。

借助舞剧这一时尚文化符号，大陈岛垦荒精神展现的新时代
魅力，让观众拍手叫好。

一

作为椒江区打造的首部现实题材舞剧，《风起大陈》以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登岛的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和上世纪八十年代
的建设者为创作主体，讲述两代人建设大陈岛、传承垦荒精神
的故事。

打造这场视觉盛宴，首先是强大的编创阵容，编剧顾问刘春、
艺术总监孔德辛、总导演郭海峰、作曲吕亮……还有顶配的主演
阵容，国家一级演员吴嘉雯、刘坤，浙江歌舞剧院首席演员冷爽、
刘赛担任主演。

亮眼组合刘赛与吴嘉雯，饰演“垦二代”夫妻大山和小鱼，
刘坤与冷爽强强联手，饰演“垦一代”夫妻陈良和惠风。舞剧主
要聚焦这一家老小四口，两代垦荒人艰苦创业、奋斗不息的感
人故事。

总导演郭海峰告诉记者，作为一部群像剧的主创团队，要在
有限的舞台空间里将抽象的文化精神投射到具体可感的创作人
物上，舞台上的演员角色高度归纳，糅合能体现大陈岛垦荒精神
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二

一盏盏闪烁的灯火，一张张咫尺见方的小竹凳，扮演岛民的
群演，舞姿优美跃动。

转眼，夕阳余晖洒满海岸线，映衬着头戴竹斗笠的织网女，用
纤纤素手将丝丝渔网连起来。

这是《风起大陈》中精彩的群舞片段。
在顶风抢修电力中跋涉泥泞，在垦荒耕海生活中，担土垒田、

拉缆补网……随着剧情发展，舞台上的走位、队形、动作设计结合
场景变化，带来独有的沉浸体验。

台上，舞蹈演员们全情投入表演，用艺术再现那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台下，观众们看得眼眶湿润，掌声不断。

最后，在舞剧主题曲《时光里的人》歌声中，全体演员谢幕。意
犹未尽的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谢幕时，90后椒江市民林一凡告诉记者，她通过这场舞剧感
悟到垦荒精神的可贵。“尤其是当垦荒队长陈良高举红旗，带领队
员们向前冲，不管是主演，还是群演，大家脸上都闪着光亮。我想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记者注意到，《风起大陈》在台州演出期间，在“小红书”等社
交媒体平台上成为热度话题，“二刷”“跨城观演”的年轻观众，还
在评论区与舞剧主要演员友好互动。

三

演出前后，记者走进后台采访多位主演。
00后演员刘赛，首次挑战舞剧主角，“和那么多优秀的前辈同

台，压力非常大”。刘赛分享，和冷爽、刘坤反复排练舞剧压轴的亲
情舞，“做梦都梦到醒来，眼里带着泪水”。

吴嘉雯还是浙江歌舞剧院舞蹈团团长。除了跳好自己的舞
段，她还要帮团里的姑娘们排练。

她说，过去的两个月内，排练到凌晨一两点是常态。大家累了
就找个空地稍微休息一下，又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中。

排练这部舞剧，不少演员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她自己也
是带伤上阵。“但只要我能走路，就能上台。”吴嘉雯说。通过舞
剧排练，每个人都在突破自我，不断收获，这也是垦荒精神的一
种体现。

四

舞剧在杭州公演后，组织方组织了一场《风起大陈》研讨会，
现场专家肯定舞剧的创新性和艺术性。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北京市文联特约评论家于
平点评，舞剧的主创们用很好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个很好
的故事。

该剧采用“穿越时空”的讲述方式，精彩呈现大陈岛“垦荒排
雷”“渔场建设”“电力建设”等历史，更是借男主的“穿越”隐喻垦
荒精神的传承。

在舞剧中，“风”贯穿了整个故事。通过角色与风为敌到与风
为友的变化，展现历代垦荒队员身上不服输的精神，表达大陈岛
从满目疮痍到东海明珠的蜕变。在风中，个人命运与大陈岛的命
运深深交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大陈岛垦荒精神从未变老，正
如岛上常年劲吹的海风。”

五

《风起大陈》成功演出，实现了舞剧与观众的双向奔赴。
市民林一凡说，6月末《风起大陈》首次公演，她就收到了来自

杭州同学的强烈“安利”，“听说《风起大陈》将在台州演出后，特地
抢票来观看”。

台州市舞蹈家协会副秘书长黄雪接连在杭州、台州观看《风
起大陈》，赞叹“舞蹈、舞美装置、音乐、剧情等等，有太多精彩细节
值得品味”。

“会有一种新鲜的熟悉感。”观众张先生说，许多充满大陈岛
特色的现实素材在舞台上被焕然一新地演绎，让他很惊喜。“演员
们演得很好，把剧情演活了。”

椒江区供电公司大陈供电所党支部书记王海强，也是大陈岛
土生土长的“垦荒二代”。

作为扎根海岛多年的电力工作者，他对《万家灯火》展现
的细节很有共鸣。“以前岛上的居民开起电灯，就像萤火虫发
出的光。”王海强回忆，过去岛上通电极为不易，而今，大陈岛
正致力于海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已是一座万家灯火、充满生
机的海岛。

此次台州行，演职人员们也感受到了台州观众的热情。
吴嘉雯分享了一个细节。首日公演谢幕环节，她注意到一位

老奶奶走到舞台边，久久地注视着台上的垦荒队员。“后来工作人
员告诉我，这位老人是一名知青，演出让她触景生情。因此，出演
这部舞剧，让我觉得又多了一层意义。”

刘赛从首场演出开始，通过社交平台关注演出反馈。“大家
真诚的感悟、中肯的建议，将激励着我在接下来的排练中进一
步改进。”粉丝还送给刘赛一个卡通玩偶叫“阿垦娃”，是垦荒青
年志愿者形象 IP。“非常棒的一个礼物，感谢台州观众的认可。”
刘赛说。

舞剧《风起大陈》
换一种方式讲述垦荒精神

台传媒记者林 立

7月12日，记者从台州市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了解到，新近公布的第八批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名单，台州市有13处文保单位
和1处新发现文物点入选。至此，台州市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由69处增加至83处。

此次公布的台州13处文保单位和1
处新发现文物点，分别为岱石庙、铁米筛
井、抗战时期中共黄岩县委机关旧址、盘
山摩崖石刻、打铁桥闸、下梁大桥、糠桥
头桥、文笔塔、李婆桥、新金清闸、大溪窑

址、天台孔庙大成殿、欢溪高桥、长老山
大佛字摩崖石刻。其中，古遗址 1处，古
建筑 9处，石窟寺及石刻 2处，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物2处。

数量的背后，是稳定的质量。
这 14处文保单位，涵盖着不同的历

史片段，蕴藏着丰富的文化故事。下梁大
桥、糠桥头桥、李婆桥，至今承载着人们
为生活的步履匆匆；打铁桥闸，为宋代的
台州百姓提供了拦洪、挡潮、供水、灌溉
的守护；新金清闸，目前仍承担金清水系
排涝和御咸蓄淡作用；位于黄岩区东城

街道九峰公园西北角的铁米筛井，还在
提供清澈甘甜的水源。

位于天台县坦头镇欢岙片下周村的
欢溪高桥，是此次台州市入选名单中唯一
的新发现文物点，经申报后，直接入选省
级文保单位。欢溪高桥建于1781年，由古
石拱桥和桥头摩崖刻石组成。石拱桥为变
截面拱券与变幅相结合桥型，中间拱顶段
特别平坦，经实测计算，该拱轴线接近悬
链线。这是中国桥梁史上新近发现的一种
新的古代石拱桥型，古桥研究专家将一这
特殊型式拱轴线石拱桥定名为“准悬链型

石拱桥”。而天台的欢溪高桥，经省古桥梁
专家查实确认，该桥早于新昌现存迎仙桥
（建于 1844年，省级文保）和嵊州玉成桥
（建于1836年，省级文保），是目前国内已
发现的该桥型最早建成的石拱桥。

据悉，“省保”每五年公布一次。2017
年曾公布第七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名单，台州共有 38处上榜，增加数量列
全省第三。在此之前，台州市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仅 41处，第七批省保文物单位增
加数量接近前六批的总和，且近半具备
申报“国保”的潜质。

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台州14处入选

台传媒记者陈 婧

7月10日—12日，台州和四川泸州、
南充东西部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交流培训
在天台举行。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泸州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南
充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以及三地各
县（市、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相关负责
人共70余人参加。

此次活动由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主办，旨在整合东西部文化执法

优势资源，增进执法人员的业务交流，促
进执法经验提升，全力打造东西部文化
执法交流协作“2.0模式”。

台州、泸州、南充三地文化市场行
政执法师资库师资作为授课讲师，就
教辅材料、出版发行分支机构、网络文
化远程取证等执法实务进行授课。三
地执法人员就各自的文化执法工作开
展交流。

会后，三地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开
展执法案卷交叉评查。

今年是浙江—四川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对口交流协作计划开展的第三
年。三年来，浙川两地充分发挥各自特
点和优势，以所能补所需，协作模式丰
富，协作效果明显。此次交流协作活动
是台州市深入贯彻落实浙江—四川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交流协作计划的一项
重要活动，也是充分发扬东西部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协作优势互补作用的一
次生动实践。

近年来，台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工作可谓亮点纷呈。参与查办文旅部督
办的重大案件，且有多项创新工作走
在全省前列。成功入选“全国旅游投诉
调解与仲裁衔接”“旅游服务质量保证
金”两项全国试点；成功晋级 2023—
2024 年度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创建
单位；“数字智控舱”“旅游调庭”“宝安
心”等数字化执法监管项目收获无数
好评。台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还
先后获得全国文旅系统先进集体、浙
江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成绩
突出集体等荣誉，队员们也在全国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等
赛事中取得优秀成绩。

下一步，台州与泸州、南充将进一步
丰富综合执法协作模式，完善联动机制，
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对口交流协作，共
同促进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发展。

台州、泸州、南充三地开展东西部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交流培训

对口交流结情谊 互鉴互学共提高

台州市2023市民艺术节

7月12日下午，台博藏品捐赠者代表、古建筑专家黄大树在捐赠仪式上发言。

7月12日晚，台州市博物馆成立7周
年的另一场活动，“之江同心 山海同声”
博物馆之夜音乐会，吸引众多市民前往
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