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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图书馆

》》展览

一本书的诞生Ⅱ
【时间】7月24日—8月14日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中庭

》》挑战一年读48本好书计划

借阅书籍：《父母的觉醒》
《父母的觉醒》从心理学角度来

探索、观照父母与孩子成长过程中
关系的方方面面，揭示父母与孩子
关系的真相，指引读者在养育孩子
的神圣旅程中，穿越情感与精神的
复杂地貌。其中包含的教养之道，不
仅将孩子身体、思维、心灵的培养融
为一体，也让为人父母者得到充分
的成长和享受。

【时间】8月12日—18日
【借阅地点】台州市图书馆总服务台

》》和合约书·好书共读

分享绘本：《快乐狮子和熊》

【时间】8月12日（周六）9:50
【地点】开元路和合书吧
【参加对象】15户 3-6周岁儿童

亲子家庭

●台州市博物馆

认识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文

字，主要指中国商朝晚期王室用于
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
文字，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
汉字，也是中国及东亚已知最早的
商代文字的一种载体。认识甲骨文，
学习甲骨文，做传统文化的践行者。

【时间】8月12日（周六）9:30-11: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一楼大厅
【参加对象】7-12周岁学员15名

小小考古家
考古帮助我们跨越时空和古人

对话，了解他们的社会结构、生活习
惯、墓葬方式等。带上工具，和台博
君一起去考古吧。

【时间】8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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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周岁学员15名

文物修复师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

片，承载着讲述地域文明、传承历
史文脉、涵养城市品格的重要功
能。文物修复师化腐朽为神奇，让
文物“活起来”。来台博，当一回文
物修复师吧。

【时间】8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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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周岁学员15名

●台州市非遗展示馆

刺绣摆件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古人

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
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让我们用
刺绣来表达这个节气吧。

【时间】8月12日（周六）9:30-11:30
【地点】台州市非遗展示馆
【参加对象】18 周岁以上学员

15名

刺绣帆布包
台州刺绣与中国刺绣同源，吸

收融合了西方抽纱工艺，又称海门
雕绣。经历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创
新，针法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到二
百多种，其绣品立体感强，镂空部分
玲珑剔透、独具风格。来非遗馆，刺
绣一个和合文化帆布包吧。

【时间】8月12日（周六）14:30-16:30
【地点】台州市非遗展示馆
【参加对象】18 周岁以上学员

12名

宋韵耳饰
耳饰是古代女子重要的装饰

物之一，细细品来，别有一番风情
藏于其中。来非遗馆，做一对宋韵
耳饰吧。

【时间】8月13日（周日）9:30-11:30
【地点】台州市非遗展示馆
【参加对象】18 周岁以上学员

10名

8月5日至6日，100多位热爱阅
读、志愿投身阅读推广事业的市民，
参与了台州市图书馆举办的阅读推
广人纳新培训。

本次培训由杨涤和盛雯倩担任
老师。杨涤是爱丽丝绘本研究院创
始人，有着全国 1000多场儿童早期
阅读巡讲经历，是教育部幼儿园园
长培训中心特聘讲师和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青少年图书推荐评委。
盛雯倩是爱丽丝绘本研究院教研中
心总监，有超过 14年的一线教学经
验、超过8年的教师培训经验。

在 8月 5日的讲座中，杨涤从不
同维度与方法出发，介绍了如何选
择适合孩子们的好绘本以及好绘本
要怎样进行泛读、精读、领读。她从
家长们熟悉的绘本中逐步提炼出育
儿的经验与技巧，“让孩子学会听、

愿意学、主动做”，生动形象地破解
绘本中的育儿密码。讲座内容丰富、
通俗易懂，现场观众积极参与互动，
主动上台进行绘本演练。

在 8 月 6 日的培训活动中，盛
雯倩从绘本教学活动的形式、分
类与功能展开，针对如何做好故
事会活动进行讲解。现场还进行
了分组演绎练习与实操，结合多
种教具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志愿
者们受益匪浅。

培训结束后，阅读推广人阮晨
佳表示：“一天的课听下来，满满的
都是干货。杨涤老师分享了自己在
阅读的多个维度里所做的研究，让
我很惊喜。在关于绘本如何用的现
场互动和示范环节，又让我看见了
很多阅读治愈的影子。我要给我的
书库里多加点绘本书单啦。”

据了解，台州市图书馆一直注
重全市阅读推广人的培养，积极整
合社会资源，凝聚起一批爱阅读并
致力于阅读推广的志愿者，开展各
类阅读分享会。本次以公开讲座结
合封闭培训的模式，让新阅读推广

人快速入门并提升专业素养，老阅
读推广人也能进阶提升阅读推广技
能，为全民阅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培育一批专业的师资，形成阅读推
广合力，助力“全生命周期阅读服务
体系”建设。

百余人参加市图书馆阅读推广人纳新培训

我们需要怎样的阅读推广

台传媒记者陈 婧

一

在群山环抱之中、在溪水缠
绕之间，黄岩乌岩头古村落坐落
在括苍余脉的山麓里。

乌岩头因一块乌岩静卧于古
村东侧五部溪中得名。村口，古樟
枝繁叶茂，古桥青藤缠绕，石拱桥
向人们述说着昔日村人的故事。

移步村内，古老的石屋与青
山绿水相互演绎，形成了一幅江
南山水画。乌岩灰瓦、石桥道地，
这座透露着悠悠古韵的小村，宛
若世外桃源。

村中，有一家枕山酒店，傍山
沿溪而建，环境幽静，颇有“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感。

过桥，眼前这片中式建筑气
势恢宏。

枕山酒店分南区和北区。四
合院搭配二层小角楼，共有客房
45间，其中标间28间、单间15间、
套间2间，均为新中式风格。

房内装饰以棕色调为主，对
称式的布局，造型简朴，格调高
雅。同时，摆设陶艺、中式字画、布
艺、灯盏等传统饰物，虽寥寥数
件，却给房间增添不少生机。

套房内还专门设计了简约的
中式“博古架”，展现中式家居之
美，同时给住客提供了更好的分
区功能空间。后院还设有餐饮区、
会议室，同时配备了阅读书吧、大
草坪烧烤休闲区、茶室等活动场
所，满足不同住客的需求。

二

青山叠翠间，明媚如春，清凉
如秋。

来枕山酒店的住客络绎不
绝，大家置身古村间，尽情地亲近
大自然。

“暑假，孩子们一直都待在家
里，出去玩也太热了。黄岩的西部
山区，很适合来避暑游玩。”温岭
人陈芬芬每逢暑假，便会带着孩
子和长辈来“枕山”避暑。

在这里，也有不少人和她一
样，是冲着清凉来游玩的。

“老是待在城市里，高楼看得
人都压抑了。来古村里洗涤一下
心灵，陶冶一下情操，也可以收获
不少快乐。”来自上海的游客吴晓
霞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三次来台
州，之前还去过仙居，“台州的古
村都蛮有特点的，简朴典雅。”

枕山酒店负责人葛新光表
示，6月底起，酒店的预订量比往
常高了 10-20%。“上海、杭州，还

有温岭、玉环过来的游客较多，大
多数都是带着家人来避暑的。”

还有不少游客拖家带口在这
里长住下来。“我们之前接待过好
几拨客人，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一
个月。”葛新光说，今年以来，除了
亲子游、家庭游的游客外，村子里
也来了不少年轻人。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
验，这里还推出了浙东南房车基
地和百丈揽月露营基地。除了酒
店常规的房间，游客们还可以选
择房车、木屋、星空体验太空舱，
或者自己亲手搭帐篷，体验自然
露宿的洒脱和快乐。

“我们希望以酒店和民宿的
双重标准，接待到店的住客，让他
们既能体验到专业的服务，也能
感受到家的温暖，来了一次，就会
一直想来。”葛新光说。

三

枕山酒店共有 5 家门店，除
了乌岩头店，还有永宁店、柔川
店、半山店、平田店，每家门店各
有特色。

永宁店位于黄岩城区永宁公
园内，环境优雅，闹中取静，是一
家纯餐饮门店。

柔川店位于黄岩柔川景区，
除了配置餐饮、住宿、会议室等活
动功能设施，还设有娱乐酒吧、健
身区域、阅读书吧、休闲茶吧等文
娱场所。

半山店位于黄岩区富山乡半
山古村落，海拔 400余米。门店所
在区域群山起伏，云雾缭绕，风景
秀丽，梨花开时，更是恍若仙境。
酒店以“梨花映水半山藏”为主
题，打造山居栖游宿集区，也是各
地游客喜爱的避暑胜地。

平田店位于黄岩区平田乡，
主打休闲农家乐，是不少游客“返
璞归真”的绝佳选择。

葛新光透露，枕山酒店将继
续拓展规模，今年 9月，大寺基店
也将对外迎客。“大寺基店共有15
间客房，周边的林地还将被打造
成户外卡丁车运动的场地。”

大寺基为括苍山之余脉，群
山怀抱，峰峦绵延，平均海拔 900
米，最高峰海拔达1295米。由于海
拔高，大寺基多植阔叶林和彩色
树种，如枫香、檫树、樱花、银杏、
红枫、金钱松……夏天，这里是避
暑圣地，观云海、赏日出、看日落；
冬季温度较低，有难得一见的雾
凇景观。

“我们希望给来这里的游客
各不相同的出行体验，让游客在
枕山酒店远离都市喧嚣，寻找大
自然的宁静。”葛新光说。

“枕山”而居，
静享世外桃源

台传媒记者陈洪晨

一张竹椅，一把二胡，如泣如诉
的乐声响起，瞬间就把人拉进旋律
的故事里。这样的演奏场景，喜欢民
乐的听众都不陌生。而如今，二胡带
给人的视听感受却颠覆想象，它可
能与架子鼓、吉他同台演绎，曲目也
比你想象中更时髦。

章倩瑜是椒江区文化馆器乐干
部，从小学习二胡的她，乐于探索二
胡与各种乐器的融合，在演出中碰
撞出许多新的火花。

一

章倩瑜 1995年出生，第一次拉
二胡，是在6岁的时候。“妈妈是越剧
演员，从小受家庭艺术熏陶，我也喜
欢戏曲音乐。”

兴趣使然，年幼的她跟着启蒙
老师张觉智学习。“二胡入门比较

难，初学时我也多次想放弃。”因为
老师“像培养女儿一样”悉心教导
她，不知不觉她坚持到了中学时代。

高中时，章倩瑜决定走艺考的
道路，张觉智又托台州二胡名家张
觉平辅导她。2014年，章倩瑜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沈阳音乐学院民乐系。

沈阳音乐学院有一个百余人的
大型民乐团，由民乐系师生组成。章
倩瑜一入学就加入其中，曾担任中
胡声部长。

“民乐团排练，占据了我大学生
活的大部分时间。我们每年至少排
练十几首曲目，在学校举办新年音
乐会民乐专场，向全校师生做汇报
演出。”此外，她还跟随校民乐团，多
次参加辽宁省或沈阳市主办的大型
演出。

“大学时期，可以说是我开阔眼
界的阶段。”通过校民乐团，她接触
到专业级别的表演平台、国内享有
盛誉的名师名家以及许多优质的作
品，“除了传统名曲，我们还有机会
演绎一些很好听的新作，比如《楚
颂》《丝绸之路》等。”

大三时，章倩瑜赴新加坡参加
南洋国际音乐大赛，获民乐专业组
十佳。“新加坡很注重传统文化的
传承发展，他们会从中国引进民
乐教育人才，当地的民乐也发展得
很好。”

这次参赛经历让她意识到，作
为一个会演奏民乐的中国人，是多
么值得自豪的事。

二

大学期间，章倩瑜就加入了台
州市民乐团，经常利用寒暑假参加
排练和演出。同时，她也热心参加各
类文化惠民活动。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她跟随台
州市双拥文工团前往大陈岛慰问官
兵。“部队驻扎在岛上偏僻荒凉的地
方，远离大陈岛的繁华地带，那里生

活很艰苦。”
演出结束后，她收到了官兵们

送的花束——那里没有花店，官兵
们得知文工团要来，一大早上山采
了小野花，用叶子包成一小束，送给
演职人员。至今回忆起来，她仍被官
兵们的真诚打动。

此后，她更积极地参加各类公
益演出活动。2018年春节前，参加台
州春晚录制时，她认识了同样毕业
于沈阳音乐学院的三位学长。此时，
她已临近大学毕业，一个有趣的想
法冒出来：“三位学长，加上我和三
位同届的台州校友，我们有 7 个人
了。大家来自声乐、民乐等不同专
业，各有所长，我们一起举办一场音
乐会，应该不难吧？”

想法提出后，得到了大家的热
情反馈，她立即着手策划和排练，
2018年 8月，“乐动——沈阳音乐学
院台州籍学子专场音乐会”在台州
市文化馆艺工场成功举办。

大学毕业后，章倩瑜回到台州
工作，现为椒江区文化馆器乐干部，
更多地活跃在家乡的舞台上。如今，
她是浙江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
台州市音乐家协会会员、台州市民
族管弦乐专业委员会理事、台州市
二胡专业委员会理事、椒江区音乐
家协会副秘书长。

除了参加台州市民乐团的排练
和演出，参与组织椒江区群文活动，
她还发起了一支馆办团队——瑜乐
团。

这是一支年轻的民乐团，目前
人数不多，还处于起步阶段，成员们
都毕业于音乐专业院校，现有二胡、
古筝、笛子、琵琶、扬琴、阮、民族打
击乐等，已排练了《敦煌》等比较成
熟的作品，既能登上专业级舞台，也
乐于深入海岛乡村，为群众带来耳
熟能详的民乐演出。

“我希望团队将来能创排出更
多好作品，同时创新表演形式，吸引
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我们的队

伍。”章倩瑜说。

三

中国传统民乐与西方交响乐融
合的表演形式早已有之，二十多年
前便有一些小众乐团的跨界演出进
入公众视野。当时，人们的评价褒贬
不一。

近年来，随着融合演绎的音乐
形式登上主流舞台，多次在国际演
出中获得赞誉，民族乐器与西洋乐
器合奏、轮奏等形式，吸引了越来越
多音乐爱好者，尤其受到年轻群体
的推崇。

章倩瑜表示：“我没想过音乐有
什么界限，从不觉得二胡不能跟西
洋乐器合奏，或传统音乐不能和流
行音乐结合，我喜欢尝试各种形式
的融合。”

大学时期，她所在的校民乐团
曾排练过《北京一夜》，与架子鼓合
奏，“演出效果很惊艳，不同乐器之
间可以很融洽地合奏”。

在“乐动——沈阳音乐学院台
州籍学子专场音乐会”上，章倩瑜准
备的三个节目中，有二胡独奏、钢琴
伴奏的《蒙风》《乔家大院第三章》，
也有二胡、吉他、非洲鼓、沙锤等合
奏的《奇迹的山》。

“二胡作为主角乐器，与钢琴、
吉他等伴奏乐器合奏时，会有一唱
一和的视听感受，很和谐；如果同为
主角乐器，或音域很相近的乐器，融
合演奏会有一定难度，但同样可以
合作。”

“我觉得融合演绎、跨界演出，
将是民乐发展的趋势之一。我们也
可以通过创新的表演形式，吸引更
多年轻人关注民乐、喜爱民乐。”她
说，“民乐的传承需要年轻人。台州
市民乐团就是很好的榜样，成员年
龄跨度很大，既有八九十岁的老艺
术家，也有00后的小伙伴。不断有新
鲜血液注入，民乐才有生命力。”

95后二胡演奏者章倩瑜：

探索民乐跨界的多种可能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 通讯员颜卫勤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这里还推出了浙东南房车基地和百丈
揽月露营基地。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枕山酒店傍山沿溪而建，房内装饰以棕色调为主。

参加培训的阅读推广人进行分组演绎练习。图片由台州市图书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