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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陈伟华文/摄
在他的一把刻刀下，花草、树

木、动物、山川、河流，千差万别，造
型各异。他日复一日精雕细琢的，是
不一样的纸上精致。他就是陈巨中，
一位结缘剪纸50多年的“巧手汉子”。

7月 10日—20日，“驭风踏浪·陈
巨中剪纸展”在台州书画院举办，共展

出陈巨中的精品佳作110幅。此次剪纸展系
2023年度台州市文艺名家（名团）展演工程
项目之一，由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

据介绍，展览分“驭风踏浪”和“岁月
深处”两部分，展陈作品创作时间跨度长
达30多年。

其中，“驭风踏浪”呈现的剪纸作品，
均为海洋题材。

如陈巨中的代表作《家住蓝天碧海
边》系列，创作于 2013年 7月初。2013年
11月中旬，该系列作品获得第五届神州
风韵全国剪纸大赛金奖。作品共 4幅，展
示童话般的小渔村，石屋面朝大海，渔家
女伫立屋前注视远处的孤帆，画面整体
洋溢着浓郁的海洋气息。

而收在“岁月深处”部分的作品，则
展示山水风光与人文历史。

用剪纸艺术表现温岭的新旧变迁，对
于以创作人物见长的陈巨中来说，是一个
新的挑战。为此，他全身心投入，走街串巷
寻找创作素材。在创作技巧上，他一改传
统剪纸锯齿纹、月牙纹等表现手法，用刻
刀将当地的风土物语逐一表现出来。

“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给人以视觉
上的透空感和艺术享受。就像画家的笔、
音乐家的乐器，剪纸是我的语言。我想用
剪纸这种形式，记录生活的每一个重要
时刻、每一个精彩瞬间。”陈巨中说，他希
望把故乡的文化和美景融入剪纸，带来
美好的艺术享受。

陈巨中，1958年 2月 22日出生于温
岭，中国海洋剪纸代表人物。他从艺已有
50多年，共创作了3000多幅作品。

如何让自己的剪纸作品与众不同？

这是陈巨中多年来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
题。在走了不少弯路后，他认识到创作应
观照积极的现实生活，于是将重心转向

“海洋剪纸”。
陈巨中说，长期以来，反映鸟兽花草之

形、山水农耕人物之样的剪纸作品占领主流。
相比之下，反映海洋的剪纸作品寥若晨星。

认定的路，无论多艰难，他都要坚持走
下去。为了创作出满意的海洋剪纸作品，多
年来，他经常上海岛、下渔船，流连于石塘
等地，密切关注海洋、探究渔民的生产和生
活实践，以及神祀祭拜、人生礼仪、年节时
令等民俗活动，寻找更多的创作灵感。

“比如海洋生物，向来被人们所喜
爱，除了有食用价值，它还是一种美好的
文化象征，比如鱼的寓意有‘年年有余’

‘富贵有余’，透着喜庆，传达美好愿望；
海豚的寓意是爱，海星的寓意是幸福。”
说话间，这些灵动的“海底精灵”，从陈巨
中的手中“游”了出来。

今年 6月，《陈巨中剪纸集》一书面
世。翻阅中不难发现，他的剪纸作品，有
鲜明的地域特色，既有记录渔民繁忙辛
苦的劳动场景的，也有展现渔家人对新
生活的憧憬的。

打鱼归来晒网的、忙着织网绣花的、
在海边嬉戏打闹的……各种各样的人被
他用剪纸表现出来，烙上海文化的印记。
陈巨中说，他的剪纸题材，多源于身边的
人和事，再通过长期的思考，最后用纸、
刻刀、油盘记录下来。

业内评价陈巨中的作品有四大特
征。他的剪纸大多采用阳刻，辨识度高；
主要表现海洋和渔民，生活气息浓；善于
用粗犷的线条加上传统纹饰的巧妙运
用，剪纸语言足；作品的装饰味和抒情性
强，讲究作品意境的营造。

为传承和弘扬剪纸文化，退休后的
陈巨中，将主要精力放在剪纸教学上。
他以志愿者的身份，走进机关、学校、社
区和乡镇文化礼堂开设讲座，并举办剪
纸培训班。至今，受训人数一万多人次。

陈巨中还在温岭方城社区设立剪纸

工作室，让周边居民了解剪纸艺术，并利
用暑期给孩子们义务教授剪纸技艺。

近年来，陈巨中也做客多所中小学
校，担任剪纸教学的指导教师。他说，去
学校讲课的初衷，是希望学生们通过在
课堂上学习最简单的剪纸，培养对这项
非遗技艺了解、传承的兴趣。

陈巨中：以刀为笔五十余载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7月 18日，浙江省美协写生创作基地揭牌仪式暨省
首届十一县（市、区）中国画联展（黄岩站）活动，在黄岩
区江口梦创园举行。

亮相于展厅的，有来自全省 11 个县（市、区）83 位
画家的 83 幅作品，涵盖山水、花鸟、人物等多个题材，
带有浓郁的乡村风情和地域特色。一笔一画、一草一
木、一景一物，均渗透着画家们对美术艺术的深刻认
知、对传统文化的感悟。

“浙江是文化大省，有着丰富文化资源和大批艺术
人才。省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和艺术发展，积极推
动‘艺术乡建’项目，通过艺术手段提升乡村的文化品
位和生活品质。联展活动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浙
江省美协副秘书长叶瑛介绍，本次活动由省美协，以
及桐庐、上虞、余姚、黄岩等十一个县（市、区）宣传部
联合主办，于 2022年 8月开始筹备，首站在桐庐，黄岩
系第四站，时间跨度长达三年。通过中国画这一艺术
形式，展现浙江乡村的美丽风貌和文化底蕴，推动乡
村文化振兴与发展。

在联展开幕式上，还举办了浙江省美协写生创
作基地揭牌仪式。省美协与黄岩区文联、黄岩交旅
集团签订协议，确定宁溪镇乌岩头村作为画家写生
创作基地。

83位画家“画”说
乡村新变化

台传媒通讯员周 欢

7 月 7 日，为期 7 天的探寻“奇妙自然”·遇见美
好生活——临海市生物多样性暑期研学活动结课。
这场研学活动，由临海市博物馆、台州市教育教学
研究院和台州学院附属中学联合举办。

生物多样性的探索研学之旅，作为一种有效的生物
多样性教育方式，对于提高学生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具有
重要意义。

此次研学活动时间长、内容丰富：探寻古城生
命课程，主要是观察临海本土生态；定格的艺术课
程，则让大家学会制作植物标本；还有研究昆虫为
主题的“妙趣虫生”，以及介绍中草药的“探秘神奇
百草”等课程。

来自台州学院附属中学的 50名同学，根据不同的
研究课题分成 4个研学小组，分别前往巾山、灵湖等地
进行实地观察，记录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采集（捕
捉）并制作标本。

“我们可以脱离书本，像科学家一样去实地考察，去
探索，这是一个培养能力的好机会。”参加本次研学活动
的同学张仲恒说。

临海市博物馆馆长陈引奭说：“希望同学们能感受
台州府城的生物多样性，掌握生物多样性基础调查方
法，在心中种下积极探索的种子，也希望大家齐心协力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爱护共同的家园。”他还表示，未
来，临海市博物馆会进一步加强博物馆研学之旅的组织
和实施，不断拓展生物多样性研究与展示领域，为生物
多样性教育做出更大贡献。

临海市博物馆开展生物多样性暑期研学活动

生物多样性，
你知道多少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7月1日—31日，陈虹、吴志猛小幅美术作品展在台
州书画院举办，共展出40幅作品。

《山水》《早春烟雨》《洛迦山色》……亮相于展厅的
陈虹的小幅美术作品，“人在景中，山水相望，方寸之间
笔笔真意”，这是陈虹山水画的主要特色之一。“画受墨，
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这是画家的自我观照和心灵
审视，也是他对精神家园的再望和执守。

而 陈 虹 的 人 物 画《戏 剧 人 物》系 列 作 品 ，巧 妙
地 结 合 书 法 的 线 条 表 现 ，以 及 创 作 的 笔 墨 情 趣 ，
生成生动的画面，凸显当下中国画创作绘画性的
艺术命题。

在创作这些作品时，陈虹以笔墨韵味替代传统的
物象造型；既有独特的绘画语言，又兼具人文精神和
现实关怀。

陈虹，1961年出生于临海，现为一级美术师、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他曾任职于台州市文化馆、台州书画院、
浙江画院。离乡去杭后的他，持续求索创新，并在多年创
作中践行着高度的艺术理想。

吴志猛，1973 年出生于黄岩。他是一个打骨子
里热爱绘画的人，来到临海古城生活后，这里成为
他艺术人生的起点。他用手中的画笔，一次次描绘
古城，笔致潇洒。近年来，他因工作调动奔走于临
海与椒江，又在一次次往返中，持续抒写沿途看到
的风景，形成一幅“流动画卷”。他创作出《古城春
色》《千佛塔夕照》和《古城暮色》等作品，既有沧桑
感，又有时代感。

此次展览由市美术家协会和台州书画院共同举
办。两位画家的创作形式各有面貌，却有着相同的精
神内核，即是作为艺术家，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忱、对
艺术的高度敏感。

陈虹、吴志猛小幅
美术作品展开展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 通讯员金尤莎

7 月 14 日晚，黄岩区沙埠镇为擦亮
青瓷宋韵名片打造的原创舞台剧《九龙
透天》，在 2023沙埠青瓷宋韵文旅艺术节
开幕式首演，吸引了 3000余人观看。该剧
改编自当地的民间故事《九龙透天》，通
过艺术展演形式，将沙埠窑的历史生动
地展现在舞台上。演出结束，好评如潮。

一

黄岩籍作家朱幼棣先生，在《沙埠古
窑与海上丝绸之路》一文中有这样一段
话：纵观沙埠古代陶瓷业的兴衰，可以发
现，黄岩的经济发展，与对外交流对外开
放是密切相关的。

作为青瓷文化代表的黄岩沙埠青瓷，
盛烧于北宋中晚期至南宋，是制瓷技术的
集大成者，集中了南北瓷业的技术交流成
果，又充当了越窑和龙泉窑产业转换的平
台，是宋韵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符贝贝是黄岩区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对沙埠青瓷文化十分感兴
趣。几年前，她在黄岩博物馆看到沙埠
窑的青瓷展品时，就被其釉色、纹路所
吸引，产生了以沙埠青瓷文化为底蕴创
作舞蹈的想法。之后，她多次前往沙埠
挖掘青瓷文化。

随着对沙埠窑的深入认识，特别是在
了解到黄岩九龙透天的民间故事后，符贝
贝觉得，单纯编排一个舞蹈太单调了，“可
以编排成一个舞台剧，将沙埠的青瓷文化
做大做深。”

她的想法和沙埠镇政府的思路不谋
而合。“碰巧，今年沙埠镇要举办文旅艺术
节，我们就想着赶紧编排舞台剧，赶在艺
术节亮相。”

二

这部《九龙透天》，从创作、排练到展
演，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黄岩人郏耀鹏是该剧的导演。他是毕
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硕士研究生，
目前在浙江大学任教。

6 月初，郏耀鹏接到符贝贝的邀请。
身为黄岩人，本着为家乡做贡献，他欣然
接受，并和符贝贝一起，快速组建起一支
队伍。

“我们的编剧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的博士研究生阮璐翘，舞蹈编导是北京舞
蹈学院古典舞系硕士研究生陈佳瑜，其他
演员也都是科班出身，队伍十分专业。”郏
耀鹏介绍。

当然，要在短时间内打造出一部高质量原
创舞台剧，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考验。

打造舞台剧，首先要有剧本。在郏
耀鹏的带领下，团队实地走访沙埠窑
遗址，并翻阅史料拜访专家，最后以传
说为基础，通过艺术表现形式将故事
丰满起来，让剧中每个人物都变得有
血有肉。

剧本出来后，排练紧锣密鼓地开始。
为了呈现出最好的舞台效果，这个团

队付出了许多心血。“因为我们的戏剧演
员都在杭州，而舞蹈演员都在台州，所以
大家兵分两路开始排练。那段时间，我们
每天早上 9 点开始，排练到晚上 11 点结
束。”郏耀鹏说，“首演临近，双方演员才在
台州进行合演排练。”

其次，演员们平时都在室内排练，环
境十分安静。但展演却在室外，嘈杂的环
境、高温的天气，对于舞台剧演员来说是
另一种考验。“舞台剧的灯光舞美很重要，
搬到室外，这些效果都会大打折扣，需要
多方调整。”郏耀鹏表示。

三

在 人 物 塑 造 方 面 ，剧 中 多 个 角 色

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陈母这一角色，
承担了剧中的温情部分，赚足观众的
眼泪。

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硕士毕业的
胡雨柯，饰演陈母一角。她说：“陈母是
一个瞎子，在没有台词的时候，面部表
情管理十分重要。排练时，为了达到好
的演出效果，我要一遍遍去调动自己
的情绪。”

剧中有一个情节是，多个孩子牺牲
后，陈母找不着孩子着急摔倒。为了真
实呈现，每次排练，胡雨柯都是实打实
摔倒在地。因此，她的膝盖满是淤青。

“刚开始那几天，淤青的地方疼得不行，
后来都麻木了。”

舞蹈编导陈佳瑜告诉记者，舞蹈编排
既要融合剧情需要，又要通过肢体传递剧
中人物的情感，十分不易，“舞蹈动作很
多，演员们还要拿着真的青瓷表演，压力
很大，生怕不小心就摔了。”

一 窑 炉 火 诉 千 年 ，一 曲 宋 韵 流 百
世。青瓷宋韵文化和沙埠老街是沙埠镇
的根脉与灵魂，这部舞台剧的打造，以
艺术的形式讲好沙埠故事，旨在活化沙
埠镇青瓷宋韵文化名片，助力老街文化
复兴战略。

本次舞台剧的出品人、沙埠镇党委
书记陈智迪表示：“接下来，沙埠镇将对
这部剧进行打磨提升，希望可以更好地
服务于沙埠文旅发展，打造沙埠文化核
心 IP，真正用文化密码带动当地旅游发
展。今后，沙埠镇也将立足优美生态环
境，进一步实施老街文化复兴战略，继
续擦亮青瓷名片，讲好宋韵文化故事，
笃定前行，向美而生。”

原创舞台剧《九龙透天》——

沙埠青瓷文化的一场新亮相

台州市2023市民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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