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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
听听看看

●台州市图书馆

》》纪录片分享会

BBC纪录片《人类星球·海洋》

从冰封万里的北极，到云雾氤氲的雨林，从浩
瀚大海上的小岛，到烈日炙烤的沙漠，人类在最严
酷的条件下，也找到了适应环境生存下去的非凡
途径。为谋生存，人类充满勇气，足智多谋；学习如
何与其他生物共同生活，如何利用它们，与之分享
自然空间。

《人类星球》是 BBC 纪录片，分别探讨极
地、山区、海洋、丛林、草原、河流、沙漠和城市
的人类活动。本期活动分享的是《人类星球》海
洋篇，带你走进蓝色的海洋，讲述关于智慧和
勇敢的故事。

【分享嘉宾】王 琪
【时间】7月21日（周五）18:30—20:0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一楼读者沙龙活动室

》》台州市民讲堂

考古探秘，让我们从三星堆说起

考古揭秘了许多历史的真相，也承载着无
数激动人心的故事。其中有一些伟大的发现，
仿佛一道光，照亮了考古学界的夜空。它们不
断揭开尘封的历史谜团，并试图描绘出人类文
明的进程。

河姆渡遗址、三星堆遗址、秦始皇陵兵马
俑……在休戚与共的这片神州大地上，一定还
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我们去探索发现。

【主讲】周新华 毕业于厦门大学考古专业，
历任浙江省博物馆学术部主任、中国京杭大运河
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副院
长，现为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美术考古和浙江地方文史研究，出版专
著28部、合著26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时间】7月22日（周六）14:30
【线下】台州市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线上】“台州图书馆”视频号

》》苏菲读书会

主题阅读书籍：《穷查理宝典》

《穷查理宝典》是被华尔街日报、财富杂志、
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推荐的畅销书，更被誉为是
一本值得长期保存、反复研读的投资经典之作。

本书完整收录了查理·芒格的个人传记与投
资哲学，以及过去20年来芒格主要的公开演讲和
媒体访谈。

书中11篇演讲稿，全面展现了这个传奇人物
的聪明才智。他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从古代雄
辩家到近代欧洲文豪，再到当代的流行文化偶像、
名人名言他都能信手拈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他
对商业伦理的“洁癖”，他对终身学习的强调，值得
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主讲】项霜飞 资深阅读推广人
【时间】7月23日（周日）15:30
【线下】台州市图书馆一楼读者沙龙活动室
【线上】“台州图书馆”视频号

●台州市博物馆

闪闪的红星军包

小小红军包，传递历史情，装进包里的不只是
童年，还有浓浓的爱国情怀。本周六来台博制作一
个红军包，深入体会红军生活的艰苦和困难，理解
革命胜利的不易。

【时间】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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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周岁学员12名

红船从“浙”里起航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议程，中国革
命的航船从南湖扬帆起航。本周，台博与你泛舟于

“轻烟漠漠雨疏疏”的南湖之上，了解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历程。

【时间】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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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周岁学员12名

“童心向党，快乐成长”之黏土画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不同历史时期，台
州人民率先觉醒，并始终以先行姿态在浙江“红色
根脉”中书写了精彩的华章。来台博，制作黏土画，
传承红色文化。

【时间】7月23日（周日）9:30—11: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三楼大工匠教室
【参加对象】8—15周岁学员15名

版画绘红星

如果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红旗，怎会有今天
的壮丽山河；如果不是那一点燎原的星火，怎
会有今天的美好生活。来台博，版画绘红星，
礼赞新时代。

【时间】7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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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组9—12周岁亲子学员

林 立

刚知道Citywalk 流行时，我笑了，年
轻人真是没什么乐子了吧？把“瞎溜达、
轧马路”用英语一套，就是新风尚了？

读了他们的感受，再结合众多媒体
的采访、解读，恍惚了。突然看到这么大
的群体开始正儿八经号召彼此“瞎溜
达”，好比睡醒了发现自己的梦话被人
听去一样。

因为类似的想法，我曾多次和人
说起。

刚工作的那几年，周末回老家玉环
坎门，我就不厌其烦地问老友，有没有发
现从海港到后台口这段路变短了？

大家不理解我想说什么。我说，我们
很少再从海港走到后台了，基本都是开
车。速度快了，就很难发现整条街道有什
么变化。等到发现时，小时候熟悉的那条
街已经是另外的样子了。

我很想邀请大家没事就重新走一
遍坎门城区这条主干道，但这种无聊
的消遣，说过几次没人理，我自己也就
不提了。

Citywalk不就在做这件事吗？
我们小时候，步行、骑车还是主要出

行方式，还知道小巷子深处有什么乐子。
新时代青少年从记事起，汽车就载着他
们了。他们从家出发到任何地点，纯粹步
行的次数应该是屈指可数的。他们对家

乡的印象，是一个个地点，而不是一整片
完整的地图。

哪里有停车场，他们很清楚。哪条街
可以看风景、哪座桥边有凉亭，他们不甚
明了。即使知道，也只是“车开过去要多
久”，而不是“走过去要多久”。

这一下子，当他们正式在城市里散
步了，惊喜来了，压力少了，美学有了，生
活又美好了。

与其说这是“精致”，不如说这是
“本质”。喝多了饮料，一口凉白开确实
很美好。但说到底，不是年轻人们后知
后觉，而是新时代没收了他们的一种
感官体验。

公路、立交桥太多，当讲效率至上，

走路就成了锻炼而非日常。同时，有
太 多 老 街 被 新 街 代 替 ，太 多 店 面 长
着 一 样 的 脸 ，太 多 建 筑 有 一 样 的 外
形、玻璃。

Citywalk 最流行的几个大城市都
有统一特点，他们还有一些能保持格
调的街区、楼房、老屋可以为漫步者
提供复古的浪漫。如果一座城已经翻
新到没有老风景，那漫步的乐趣，自
然就没多少了。

瞎溜达，很快乐。这是自古以来文人
墨客、旅游达人们的共同体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
任平生。”如果当年有汽车，苏东坡也就
没有这样的名句传世了。

深一度

瞎溜达，很快乐

台传媒记者卢珍珍 实习生陈昊丞

这段时间，一种名为“Citywalk”的生活
方式火了。这股风，也刮到了台州。

Citywalk 可解释为“城市漫步”，你可
以在一个城市里漫无目的随意探索。这种
新型游玩方式，主打一个“随意”。

初次听到有些高级，细品后则会有些
疑问，这个听起来和“轧马路”“扫街”“遛弯”
没什么差别的Citywalk，怎么就火了呢？

但它确实火了。在台州，有年轻人约上
三五好友，漫步城市街头，站在红绿灯路
口，用掷骰子的方式决定漫游路线。也有地
方开始举办散步生活节，让每个参与者，用
脚步丈量每寸土地，去重新发现城市。

方向的不确定性

不久前，温岭的 00后陈麒丞，在小红
书上发起了一次“椒江 Citywalk”活动。在
帖子里，他希望能聚集一群年轻人，一起探
索未知却熟悉的城市。

帖子底下，有人积极相应，也有人感到好奇。
“我我我！”
“为啥现在才刷到，完美错过，啥时候

再开一场？”
“啥意思，就是走路吗？”
“走多久呀？”
在陈麒丞发起活动的海报角落上，他

还标明了参与此次活动的费用，5元/人。
“这个 5元费用，就是为了防他们‘放

鸽子’，活动结束后，我会把费用退还给他
们。”陈麒丞解释。看热闹加入群聊的年轻
人很多，但最终应邀的只有5位，他们中有
00后，也有90后。

7月 11日下午 5点，陈麒丞和一群不
相识的年轻人，以椒江区政府为漫步起始
点，开始探索观察椒江。

“Citywalk还有它的玩法，走到一个红
绿灯路口，遇到绿灯，整个团队的人一起直
行。遇到红灯就转弯，想去左或右方向相反
的人，通过掷骰子，谁的点数大听谁的。”陈
麒丞说，除了掷骰子，也有人通过石头剪刀
布来决定方向。

没有人知道终点，也没有人能预测下
一处风景，这种不确定性，吊足了年轻人的

胃口，他们从太阳高照走到日落，“差不多
两三个小时”。

“我们一路逛，一路聊天，也没觉得无
聊。”活动结束时，其中一位参与者提议，下
次把活动推迟到夜里，白天高温中的City⁃
walk，有点吃不消。

这是陈麒丞组织的第一次Citywalk活
动，这名 00 后，也是温岭飞盘的发起者。

“年轻人不应该宅在家里，应该参与更多的
户外活动。”

Citywalk，这款年轻人时下流行的潮流
“单品”，最初是从社交平台上火起来的。

在小红书发布的《2022年十大生活趋
势》中，Citywalk位列第五。现在在小红书
的搜索栏中输入“Citywalk”，跳出来的笔记
高达48万多篇。

今年 4月份，DT财经和DT研究院联
合发起了一份旅游调研，并发布了《2023
旅游调研报告》。

《2023旅游调研报告》显示，在躺平式
旅游、就地旅游、跟老年团旅游、“特种兵式”
旅游等几种新型旅游方式中，82%的人选择
了Citywalk。大比例的人，想通过城市漫游
来了解城市的发展与变迁、时尚与创新。

“在上海等地，Citywalk已经成了一项
专门的活动，他们有专业讲述员的带领，还
有计划行走的路线。这些活动还收费，费用
高的要上百元。”陈麒丞说，最初他在温岭
发起过同样的活动，但没有人响应，后来他
选择了椒江。

“这种年轻文化，在椒江、临海等地响
应的人会比较多。”陈麒丞观察后得出了一
个结论。这次椒江 Citywalk活动的参与者
中，有个90后魔术师让他印象深刻，“他经
常活跃在一些年轻文化活动”。

城市的情感连接点

前段时间较火的“特种兵式”旅游，在
意的是一天内能在多少个景点打卡，更注
重结果。相反，Citywalk更注重旅游过程，
漫步不仅让人们的探索节奏缓下来，更提
供了一个人与城市节奏相碰撞的可能性。

虽然没有听说过 Citywalk，但在城市
里漫无目的地旅行，是徐薪雨最习惯的旅
游方式。

19岁的徐薪雨，椒江人，目前在杭州
读大学。

在一个城市里漫步，徐薪雨会找个同
行人。“最重要的是人和天气。我们不会在
意目的地在哪里，只要有路走就可以了。
对我来说，在城市漫步也是一种社交形
式。”徒步中的城市景色，徐薪雨不会有太
多心理预期，“一旦遇到了，心里反而会特
别高兴”。

在徐薪雨眼里，并不是每个城市都适
合漫步，一尘不变的城市街景建筑会让人
索然无味。“像上海就很适合漫步，它的道
路建筑都是很有差异的。”

有人喜欢飞到另一个城市漫步，也有
人喜欢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里深度参与。

90后乔诚，河南人，在台州工作了6年。
乔诚最早接触Citywalk，是2018年，也

就是那一年，他拿起相机，在椒江等地走走
拍拍停停。“在我们摄影圈里，Citywalk是
我们理解的街拍。”

每到周末，戴上耳机，拿着相机，在椒
江老城街巷里反复走，或者在市府大道一
带，等待某个瞬间，是乔诚最放松的时刻。

“我喜欢记录，通过 Citywalk，记录这
个地方的人文、城市变迁。”同样是漫步，
市府大道早上、晚上、晴天、雨天，都有不
同的风味。

乔诚走得最多的一条路线，是沿着市
府大道向西走，到台州市政府，再到市民广
场，再到东商务区，一直往西，走到腾达中
心，最后绕到方远大饭店，沿着市府大道折
回出发的位置。

一条路来来回回走，可能在某刻光影
下，某个人物与这个城市里的某处街景，产
生了交集，就成了乔诚镜头里最好的故事。

来台州之前，乔诚在上海呆过七八年，
也去过杭州和成都，每到一个城市，漫游是
他了解城市最直接的方式。

“和上海相比，台州是多元的，它有山、
有海，有古街，还有新时尚的街景。”乔诚
说，在一个城市里漫游，能看到城市积极向
上的一面，也可能看到哀伤的一面，就像镜
头语言的光和影一样。他在市民广场拍过
一张照片，那是一个备考的高中生斜靠在
躺椅的疲惫身影。

“在镜头里，我和城市的人和事产生
了情感链接。”乔诚还在记录，但他也做好
了准备，“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
台州，我的照片是一种记录，我可能还会
把我拍的照片捐给这个城市，这里有城市
的变迁。”

有趣的散步生活节

在城市里漫游，这股风，也吹到了黄
岩。7月初，黄岩文广旅体局在当地举办了
一场散步文化节。散步文化节的启动活动，
是一场专属于散步爱好者的“黄岩 City⁃
walk丨傍晚去五洞桥”活动。

“城市漫步是一个理念，可以是特定
的线路，也可以漫无目的。它无法成为
主要的旅游形式，但在旅游间隙加入一
次无目的的散步，可能会有意外的收
获。”活动策划人小鱼说，城市漫步也不
一定是散步，也可以是骑车、公交、或是
一些旅游城市特定的交通工具。而散步
文化节向市民传递的，是一种自由随性
的生活方式。

在“黄岩 Citywalk”活动中，市民体验
了一回当地夏日特享，吃着洋菜糕、蹬着自
行车、扇着纸扇，在黄岩非遗馆门口看场
戏。或者跟上时尚的节奏，跳一场摇摆舞，
听一首爵士，围读一个剧本。

活动现场，还精选了黄岩城区十条适
合散步的路，发掘街头巷尾好吃的、好玩
的。这十条路包括劳动南路、永宁街、青年
西路、九峰路、东禅巷、司厅巷、柔桥路、环
城西路、天长北路、天长南路。

“接下来，我们会花两个月的时间，深
入走访这十条路。市民也可以报名和我们
一起走街串巷，发掘每条路的日常往事以
及传奇故事。最后我们会以刊物的形式呈
现给大家。”小鱼说。

Citywalk火了！

当轧马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月初，黄岩举办散步文化节，启动活动是一场专属于散步爱好者的“黄岩Citywalk丨傍晚去五洞桥”活动。（采访对象提供）

乔诚在椒江漫步拍下的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