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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作为物质遗存，见证了悠久的历
史文化。大到绵延6公里的江南长城，小到
一方墓志、一枚铜币，都是时间送给我们的
珍贵礼物。

目前，台州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
有352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保单位17处，
省级文保单位 83处。通过这些文物，当代
人可以理解，台州何以为台州。

文物是凝固的，历史是鲜活的。怎样让
这些“老物件”穿越时空，“活”在当下，并惠
及民生，对于我市的文旅工作者们而言，这
是一道“必答题”。

文物涵养人文气韵

这些年，台州在文物保护与利用方面，
亮点斐然。

台州府城墙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
报预备名单。在新一轮文化遗产申报中，下
汤遗址、沙埠窑遗址列入上山文化、浙江青

瓷联合申遗名单。
沙埠竹家岭窑址、仙居下汤遗址、临海

延恩寺宋墓先后入选年度浙江省重要考古
发现。下汤遗址、沙埠窑遗址入选省级考古
遗址公园，挂牌成立考古工作站。赵伯澐墓
出土文物被誉为“宋服之冠”，亮相G20峰会。

在博物馆建设方面，台州博物馆、黄岩
博物馆、临海博物馆成功晋升为国家二级
馆。全市 36家非国有博物馆、46家乡村博
物馆，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别有趣味的参
观场所。

在文旅融合的当下，做好文物保护和
利用工作，能够提升城市形象，为地方发展
注入动力与活力，也能够丰富群众生活、涵
养人文气韵。

例如，临海以台州府城墙为核心，成功
将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打造成为 5A级景
区。在这过程中，恩泽医局、台州府文庙等文
保单位风貌得到恢复，人民银行旧址、状元
第等历史建筑也焕然一新。台州府城墙、千
佛塔等文物，被开发成茶具、纸伞、徽章等60
多种文创产品。今年以来，临海举办戚家军
主题灯展、元宵游园会等特色活动50余场。

文物“活”了起来，游客也纷至沓来。台
州府城摇身一变，成了新晋的流量宠儿，今
年节假日期间，景区接待游客数屡创新高。

保护发展实现共赢

事实上，台州还有许多考古的故事好
讲、文物的文章好做。

距今9000年的下汤文化遗址、汉六朝
时期的章安故城遗址、宋代的沙埠青瓷窑
址等，正在细致发掘过程中。

这些遗迹里，究竟出土了什么东西？古
人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对今人而言有哪些
意义？在不久以后，人们可以在考古遗址公
园里，看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除了“一整块”的遗址，在城市与乡村
中，还星散着许多古建筑，它们承载了乡愁
与记忆。有别于“拆真建假”“大拆大建”，如
今，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已呈现协调共赢。
譬如，椒江葭沚一期开发，坚持文物保护前
置，文昌阁、集圣庙、卢家宅院等得到有效
保护开发利用，成为了网红打卡点。

天台县也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
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建国团队进行整体规

划设计，将文物和历史建筑保护与城市更
新相结合，摸清 7000 余座建筑的属性功
能，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的基础上，有序开
展有机更新、活化利用。如赤城街道扬帆桥
头附近的金举人宅，修复后将引进“上海最
美书店”钟书阁。旧瓶装了新酒，老宅也因
此获得新生。

7月 24日，我市召开了全市文物工作
会议。会上强调，文物工作是一项长期性、
系统性、综合性工程，各地各部门要构建

“大保护”“大融合”“大安全”工作新格局。
也正是在保护、融合与安全中，那些藏着文
明痕迹的吉光片羽，才会焕发出恒久光彩。

目前，台州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有352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保单位17处，省级文保单位83处——

台州文物，如何“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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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陈伟华文/摄

7月 22日，浙江省备战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水
彩画研讨培训班，在椒江美术馆开班。35名来自
全省各地的学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活动由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台州市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台州市文联主办，台州市
美术家协会、椒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

7 月 22 日—25 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晓
林，中国美院教师、博士生导师周刚，浙江省美协
副主席骆献跃，中国美协水彩艺委会主任陈坚分
别授课。李晓林讲课深入浅出，紧扣“新时代背景
下的美术写生与创作”这一主题。周刚以“论绘画
的形与美”为题作主题辅导讲座，并对学员提交
的作品进行全面解析。骆献跃作“全国美展获奖
作品解析和新时代水彩画创作漫谈”“中国水彩
百年传承和当代性探索”两场学术讲座。陈坚则
结合自身创作经验和体会，从作品赏析入手对学
员提出建议。另外，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景刚、中
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院长邬大勇，也从多维
度分析、多视角审视、多层面感受，结合实践对学
员作学术指导，助力他们积蓄新能创作作品。

五年一次的全国美展，是我国规模最大、参
与范围最广、作品种类最多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
大展。这是广大美术家展示才华、提升能力的广
阔舞台，也是用美术作品讲好台州故事的一个绝
佳平台。在2019年举办的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评选中，我市有 14件作品入选，其中 3件获选
为进京展作品。

去年 6月 10日，第十四届全国美展、第十五
届浙江省美展创作动员会在椒江举行。市美协和
县（市、区）美协的60多位创作骨干参加会议。

之后，我市不仅举办创作看稿会，邀请名家
现场指导示范，还组织会员积极参加省级、国家
级各类大展，为全国美展做充分准备。

“在全力备战全国、省美展中，我们要做到组织
发动最广泛、结对指导最深入、作品加工最精细，争取
美展作品入选数量实现新高，提升台州美术影响力
实现新高。”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曹蕉红说。

“全国美展是衡量市域美术创作水平的最高
标准，是建设文化强市、文化大市的重要标志。在
全国美展中‘争金夺银’，是广大美术家和美术工
作者的时代使命和文化担当。我市要精心组织，
广泛动员，广泛参与。”市文联副主席、市美协主
席林彬说，我市广大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要围
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倾情创作，以台
州文化底蕴为底色，融入历史文化、城市精神和
山海特色，形成具有浓厚地方特质的美术作品。

吹响备战全国美展集结号

美术大咖
台州论道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7月，“走进新时代——大陈岛文学之
舟”活动在椒江举行。为期四天的活动亮点
纷呈：一众文学大咖以文学的名义齐聚椒
江，大陈岛新增“国字号”文学创作基地，这
是大陈岛垦荒精神文化备受国内文学界关
注的一次宝贵机遇。

随着这艘“文学之舟”在大陈岛起航，
椒江区提出新展望：做好文旅深度融合，以
文学创作成果，将大陈岛垦荒精神打造成
国家级文化 IP。

这个富有海洋气息的文化 IP，将如何
赋能椒江文旅版图发展？

“文学之舟”萌发新机

7月，椒江大陈岛迎来一道独特的文
学风景。

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中国诗歌学
会会长杨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著名
作家龙冬、唐朝晖、乌兰其木格等，以文学
的名义会聚椒江。“走进新时代——大陈岛
文学之舟”项目启动。

作为发起人之一，顾建平介绍，项目启
动后，后续将通过“国字号”创作基地平台，
计划推出“作家居住计划”“年度小说排行
榜”等活动，以文学赋能岛屿，提升椒江文
化发展品质。

事实上，国内文学大咖早已关注到大
陈岛这颗“东海明珠”。

去年 8 月，“新时代文学如何攀登
高峰——中国作家台州采风行”活动在
椒江举行。著名作家陶纯、龙冬、唐朝晖、
石一枫、顾建平等人，与台州市民展开了
一场近距离的文学对话。

其间，多位名作家前往大陈岛采风，并
以大陈岛垦荒精神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
集结“中国作家看台州”作品，形成长效性、
内化性的文化成果。

“今年重走椒江、重走大陈岛，我又添
许多新感触。文化助力美丽大陈岛建设，大
有文章可作。”顾建平说。

文化之歌越唱越响

厚积薄发的大陈岛，全力建成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并不断丰富海岛的文旅产业
新业态，为持续打响“中国红色旅游第一海
岛”文旅品牌奠定坚实基础。

有了好的文旅产品，还得会“吆喝”。一
直以来，椒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致
力于提升传播质效，做足宣传文章，“大陈
岛文化力量的影响不可小觑。这座岛屿本
身富有传奇色彩，是常年吸引游客的密
码。”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文艺作品是
强有力的载道之器。聚焦大陈岛题材的

文艺精品不断涌现，涵盖戏剧、摄影、文
学等多个领域。

台州乱弹大型现代戏《我的大陈岛》
曾献演国家大剧院，更是斩获各大文艺奖
项。该精品剧目在前期创作中，由国家一
级编剧陈涌泉负责操刀剧本，他在大陈岛
采风期间更是触景生情：“我会专心投入
创作，让观众通过舞台，重温峥嵘岁月，赓
续精神血脉。”

今年 6月以来，舞剧《风起大陈》接连
在杭州、椒江演出。借助舞剧这一时尚文化
符号，大陈岛垦荒精神展现新时代魅力。该
舞剧自2019年启动创排以来，浙江省舞蹈
家协会多次组织全省名优艺术家深入大陈
岛，开展“红色之旅”创作采风活动。

7月初，广播剧《青春大陈岛》全网上
线仪式在杭州举行，这也是全国首部还原
大陈岛垦荒岁月的广播剧。主创团队通过
实地采风、资料查阅，还原了这段在浩瀚东
海创造的垦荒故事，并追踪呈现了大陈岛

垦荒队员在改革开放和共同富裕建设新时
代新征程的奋斗故事。

还有《峥嵘岁月稠——大陈岛垦荒精
神口述史》《大陈岛志》《永恒的丰碑——大
陈岛垦荒精神通读》等大陈岛垦荒精神相
关作品，都是一批批文艺工作者深入一线，
谱写大陈岛垦荒精神生动传承的案例。

得益于名人名作效应，大陈岛声名远
扬。仅以今年为例，名家大咖频频现身，引
人注目。

四月春光美，“艺绘大陈岛”采风写生
活动拉开帷幕。来自李可染画院、中国艺术
研究院油画院、福建省美术家协会等的多
位艺术家代表，深入大陈岛采风创作并集
结大量画作。盛暑的大陈岛，还迎来了“逃
离城市计划——寻找‘星空与海’”等活动，
借助创作者的慧眼，提升海岛的文艺氛围。

“近年来，我们邀请组织来自全国各地
的艺术家们来大陈岛采风，拍大陈、写大
陈、画大陈、演大陈，用文艺助力打造‘大陈
岛垦荒精神’这一宏大而独特的城市文化
标识，让更多人知道、认识到，这里有非同
一般的美的故事。”椒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三年行动方案
引领打造文化高地

风物长宜放眼量。随着名家“引进来”
的文章步步走实，以海洋文化“领航”大陈
岛旅游事业的新思路正在形成。

日前，椒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制定了《“大陈·中国”文学岛三年行动方
案》，拟通过“一年筹划、两年落地、三年扩
容”的方式，将大陈岛打造成中国当代文学
的重镇、中国海洋文学的新地标。

“国字号”大陈·中国作家创作基地的
落地，是推动“大陈岛文学之舟”奋楫扬帆
的一股劲风。通过搭建这一高层次的文艺
创作展示交流平台，持续丰富创新文化活
动载体，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艺术
家前来采风创作，不断激发基层文艺创新
创造活力，着力构建精品迭出、人才荟萃
的创作格局。

计划还包含了“大陈岛·作家居住”“岛
屿文学作品选征集”“小说年度排行榜落
地”等项目。

据介绍，“大陈岛·作家居住”项目灵感
来源于国内外正兴起的文学艺术驻留计划，
通过大陈岛精品民宿“联名”等方式，为作家
们提供丰富的写作灵感、优质的创作环境和
聚落生态，“吸引文艺名家以旅居的方式与
在地文化交流碰撞，激发创作激情”。

椒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还将
延伸岛屿旅游的广度，与其他知名岛屿
合作，组建全新人文旅游海岸线，将大
陈岛打造成集自然风光、文化交流、夜
岛经济、休闲度假等于一体的人文岛
屿、现代化岛屿。

文化为“舵”，旅游为“帆”，“大陈岛文
学之舟”，以蓬勃昂扬之势驶向新征程。

大陈岛垦荒精神相关文学作品出版，《我的大陈岛》《风起大陈》《青春大陈岛》等文艺作品陆续出炉，新增“国字号”文学创作基地，启动
“大陈岛文学之舟”活动——

大陈岛的文化力量

台传媒记者吴世渊

日前，临海市宋韵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在
临海市博物馆举行。这也是我市成立的第一个县
（市、区）级宋韵文化研究会。

宋代的临海，名士辈出、风雅富庶，是传统社
会的一个巅峰时代。《宋史》统计，浙江籍凡136人
入传，临海籍的占有10人。更有一皇后（谢道清）、
父子教育家（徐中行、徐庭筠）、兄弟四进士（商飞
卿、商逸卿四昆仲）、五宰辅（谢廓然、陈骙、谢深
甫、钱象祖、谢堂）、八位客籍并终老临海的宰辅
（吕颐浩、范宗尹、陈与义、翟汝文、贺允中、王之
望、钱端礼、杨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值得讴
歌、值得传承的时代。

临海市宋韵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对挖掘当地
宋韵文化的时代内涵、思想意义、价值维度，进一
步提升临海文艺界的凝聚力和促进文化事业高
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接下来，该协会将
引导更多爱好者研究临海宋韵文化，调动更多的
群众关心、支持宋韵文化研究事业。

在大会现场，临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晟
说，希望研究会成立之后，要重学术，搞研究；要敬
历史，求创新；也要会推广，做宣传。同时，研究会
还要主动服务当地的中心工作，致力于把研究成
果与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群众文艺等方面有机结
合起来，让“江南宋城·好事来临”更加深入人心。

让临海宋韵文化流动起来、传承下去，研究
会将大有可为。新当选的会长李含江表示，接下
来，会推动一些研究成果的落地，并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来展示。例如，举办“临海·江南长城
杯”宋韵填词大赛，邀请全国的宋词爱好者，以
南宋词家陈克的 10 个词牌格律，来完成填词。

“我们还将创排古装多幕剧《宋韵临海》（暂名），
将钱弘俶纳土归宋、朱熹与唐仲友之争、张伯端
写《悟真篇》等故事，以戏剧的方式展现给观众
看。”李含江说。

临海市宋韵文化
研究会成立

沙埠窑遗址考古现场

台州府城墙台州府城墙

本文配图由椒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舞剧舞剧《《风起大陈风起大陈》》

浙江省备战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水彩画研讨
培训班在椒江美术馆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