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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台州市文艺名家（名团）展演工程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一手执画笔，一手执剪刀，将
绘画思维融入到剪纸创作中，带来
不一样的纸上精致；将剪纸爱好与
教育梦想合二为一，在孩子们心中
播种美育的种子，共同肩负民族文
化的传承使命……三门有一群“宝
藏”美术老师，把剪纸当成了工作
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全情
投入、乐此不疲，通过剪纸媒介创
作动人心弦的佳作，让观众在刀言
纸语中，感受视觉审美的愉悦。

这支队伍的领衔人是 70后李
坚钢，为国家和省市级骨干教师，
从事美术教学工作 26年。他还是
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委员会
委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市
美术家协会理事、三门县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10月 23日至 11月 23日，“纸
薄情深”李坚钢名家工作室剪纸作
品展在三门西区文化艺术展厅举
办。工作室成员集结了三年的精品
佳作，用剪纸诉说三门湾的人文风
情和文化底蕴。

在家乡文化中成长

李坚钢出生于三门六敖镇（现并
入健跳镇）。年少时，家乡有着良好
的民俗文化生态，市井流淌着雕花
师傅、剪花娘子、绣娘等传统行当。

“孩提时期，剪纸就走进了我
的生活。”虎头帽上由细密针脚组
成的虎纹、雕版上繁复精美的传统
纹样、逢年过节各家各户张贴的窗
花……幼时的李坚钢就浸润在传
统文化的沃土中。

追在手艺人身后观赏剪纸，是
李坚钢难以忘怀的记忆。每当艺人
折起一张红纸，剪刀飞舞，落红缤
纷，再展开来，原本一张普通的纸
就变幻出美丽的纹路。“我常常惊
叹作品的精美，自己上手剪，更感
悟到这门传统手艺的高深。”

耳濡目染中，李坚钢对艺术产
生浓厚兴趣，1997 年顺利考入临
海师范攻读美术学（师范教育）专
业。这个时期，剪纸仍是他调剂生
活的一味乐趣。他实践着各类剪纸
技 巧 ， 渐渐在校园里

有 了

“小巧手”
的称号。其间，李坚钢的剪纸作品

《思念》第一次在《浙江日报》刊登，
这让他信心倍增。

之后，走上美术教师岗位，李
坚钢遵循内心的热爱，继续潜心学
习和练习剪纸技艺。

作为一名资深文艺爱好者，他
跑遍全国各地博览美术、工艺精品
展览，还走访台州以及周边各地的
剪纸匠人，领略温岭海洋剪纸艺人
郭献忠、陈荣兴的渔家风情，还有

“临海剪纸”传承人张秀娟包罗万
象的刀语。前辈们的创新思路，给
了他许多“引路式”的启迪，“剪纸
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熟悉各地剪纸
的表现形式、特点、风格以后，我对
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进行尝试。”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从 2001
年开始，李坚钢的剪纸作品频频在
全国剪纸邀请赛、浙江省群星奖美
术系列展等各项工艺大赛中获奖。

从模仿到创作，再到领悟剪纸
艺术背后的文化内涵，李坚钢感

悟，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家乡
剪纸文化的厚重积淀为其提供了
丰富的营养，美术科班的学习经历
使其具备了更专业的眼光、更开阔
的视野，促使他在传承与创新方面
做出更多的探索，给当代剪纸艺术
注入新的活力。

传统现代两相宜

深耕剪纸数十载，李坚钢已经
无法计算自己的创作量，学校美术
教室、工作室、家里的书房，早已被
剪纸素材所包围。

量变引起质变，他的剪纸画面
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纸上世界。

有见证美好生活与剪纸艺术
的“美丽碰撞”。

《祷告祈天》《祠堂拜祖》《演祝
寿戏》……李坚钢在《三门祭冬》系
列作品里，用剪纸记录这场流传了
百年的文化盛宴。

红色主题剪纸《跟党走》以梅
花和喜鹊入画，烘托宏伟的三门核
电站工程。这是李坚钢被三门核电
站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所感染，经
过多次构思创作的作品。“我的绝
大多数作品源于身边的人和事，再
通过长期的思考，用纸和刀记录下
来。”李坚钢说。

也有呈现出借古开新的“前卫
创作”。

早年，李坚钢发挥扎实的绘画
功底，在连环画剪纸创作上驾轻就
熟。《明镜高悬》《做贼心虚》等作
品，以漫画、连环画的艺术形式结
合剪纸进行演绎，画面情节活灵活
现，题材诙谐辛辣，在浙江省群星
奖美术系列展等赛事中脱颖而出。

《兔子的故事》系列作品则尝
试“不按套路”的个性创作，画面可
以看到版画、综合材料等艺术门类
的影子。

2020 年，三门县李坚钢名家
工作室设立，吸收了陈泽军、包露
莎、邵渝惠、邵琬茜、郑璐怡、方颖
等三门优秀美术教师组成“智囊
团”。在李坚钢的引导下，工作室
成员们继续扩充现代剪纸的视觉
语言。

此次“纸薄情深”剪纸作品
展，就是李坚钢名家工作室积极
投入艺术创作的一幕精彩剪影，
共展出 80多幅剪纸作品，有的构
图精美、小巧精致，有的粗犷浑
厚、古朴简约，既有民族传统的喜
庆剪纸，也有融入当代艺术的前
卫剪纸。“传统的剪纸艺术也可以
展现出新的时代张力与艺术表现
力。”李坚钢说。

让剪纸走进千家万户

身为一名教师，多年来，李坚
钢不忘初心，积极将剪纸艺术引进
课堂，开发的《三门喜花剪纸》教材
获台州市精品课程奖。从教多年，
他教授的学生达上万人，其中涌现
出了许多剪纸的好苗子。

“在美育课堂上，我会注重引
导学生感受剪纸艺术的魅力，提高
学生审美情趣的同时，激发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认可和热爱。”如今，李
坚钢所就职的三门县外国语小学，
已成功创建了台州市文化特色学
校、三门县剪纸传承基地。

名家工作室设立后，李坚钢和
成员们用切实的行动，展示了对传
统文化的积极态度和强烈自信。

近年来，工作室还积极参与到
三门剪纸的推广事业中。

每年新春是工作室最忙碌的
时候，他们在三门县迎春传统技
艺展示活动中，带去“剪纸话祭
冬”“妙手剪兔纸”“巧手剪纸话廉
洁”等项目，为市民送上独特的指
尖上的年味。工作室成员还以志
愿者的身份，走进机关、学校等举
办公益讲座和培训班，让剪纸艺
术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中，让更多
人爱上剪纸。

李坚钢：
剪纸人生 纸薄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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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单露娟文/摄
上周末，首届台州阅读市集在台

州市民广场举办，为读者带来“不一
样的阅读生活体验”。两天时间里，40
余家图书馆、出版社、书店等现场出
摊，30余场主题活动轮番来袭，1.5万
多人次参与了这场盛大的阅读盛宴。

多元融合，创意满满

这是一场创意十足的市集，融合
了书籍、音乐、咖啡、非遗、汉服、骑行
等诸多文化元素，为读者打造了一个
生活味十足的阅读世界。

走进市集，可以看到 10家台州
公共图书馆和 4家高校图书馆创意
出动，精心布置摊位，准备了书籍、文
创、互动活动等，满足不同年龄群体
的阅读需求。

仙居县图书馆以阅读时光为主
题，用书籍、杂志的流行趋势以及封面
特征展示时代变迁，推荐适合不同年
龄段读者的老旧书籍，希望读者能从
老书中回想起自己年少时读书的样
子，由此激发阅读兴趣。工作人员还准
备了近500份阅读盲盒，每一个盲盒里
都是精心挑选的书籍，每一次拆开都
是不同的惊喜，吸引了许多读者。

三门县图书馆主打怀旧风，将摊
位打造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供销社
的模样，老式挂钟、大红奖状、包着粽
叶的麦芽糖，瞬间勾起了中青年读者
满满的回忆。步入其中，可以看到里
面按板块摆放了反映三门变化发展
的老照片，以及具有纪念意义的书
籍、杂志和部分旧报纸。

朵云书院·黄岩店、大隐书局台
州店、暮沧梧·九龙书局、钟书阁·腾
达中心店、水心草堂等多家网红书店
则带来了书籍、文创、咖啡和自己的
品牌理念。

比如，暮沧梧·九龙书局致力于
打造复合式生活美学体验场，注重人
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赋予城市新的
文艺生活方式，主理人精心布置摊
位，在那里，读者可以闲适地坐在遮
阳伞下，一边阅读，一边品咖啡，一边
听音乐。

市集现场，中信出版集团、磨铁
图书、果麦文化、后浪出版公司、博集
天卷等知名出版机构也是亮点。他们
带着多部好书与读者见面，包括限量

发售款、纪念款、珍藏版图书等。
除了图书馆、书店、出版社等主

力摊位外，斜杠咖啡、霜禧家、台州
SRX丨GRC车队、野菜艺术家、暴力
手作等跨界元素也前来助阵，让市集
业态更多元。

活动多多，精彩纷呈

在市集漫步，除了书籍、文创，还有
各个摊位准备的阅读活动，十分吸睛。

现场，读者不仅可以沉浸式参与
汉服、“宋韵点茶”以及“书香雅韵”古
琴等体验活动，打卡路桥非遗布贴
画、雕版印刷、立体书页制作——惠
崇春江晚景、“指尖几何”手鞠球制作
等手工活动，还可以参加文史答题、
拼图挑战赛、DIY拱桥立体书、多米诺
骨牌挑战赛，发掘阅读活动的乐趣。

椒江区图书馆摊位人气满满，
各年龄段的读者排着长队参与答题
活动。“我们设置了一些文史问题，
回答正确的读者可以从徽章、书签
和鼠标垫中任选其一作为奖品。”摊
位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活动很受读
者喜欢，从开集开始，我们的摊位就
没有空闲过。”

台州市图书馆组织的亲子共读
国学经典活动也十分受亲子家庭喜
欢。宽大的天幕下，一批又一批读者
端坐其中，跟着主持人诵读《论语》，
琅琅书声响彻市集。

还有许多大咖光临现场，带来主
题演讲、新书签售等活动，包括中国
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博士、清华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博士后董珊，“父亲的
水稻田”创始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周华诚，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科普工作
者薛进等。

其中，董珊为少儿读者带来了一
场以《自然之力》为主题的科普分享。
分享会上，她循循善诱，引导孩子树
立科学意识与科学思维，鼓励他们运
用所学知识探索自然科学现象，激发
学生学习基础科学知识、阅读科普读
物的兴趣。

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吸引了无
数读者。

为了赶这一趟集，90 后女教师
小夏从临海驱车来到椒江。“之前看
别的城市开展过类似活动，很羡慕，
没想到这么快台州也有了。”当天，她
一一打卡了每一家摊位，购买到了心

仪许久的书籍、收集了许多文创周
边、参加了一场阅读分享会，度过了
快乐的一天。

也有不少家长专程带着孩子来
参加手工体验活动，感受动手的乐趣
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椒江市民赵丽芬
一大早就带着女儿来阅读市集打卡，

“我们选购了一些喜爱的书籍和文创，
还体验了‘宋韵点茶’、亲子阅读、雕版
印刷等手工活动，孩子十分开心”。

全民阅读，乐享生活

为了这场盛大的阅读狂欢，台州
市图书馆从今年5月份就开始策划。

作为台州市图书馆读推部主任，
柯敏一直致力于阅读推广，希望让更
多的市民感受到阅读的乐趣。“我们
在策划阅读推广活动的时候就想，如
果能够以大家喜欢的形式去展示阅
读的魅力，通过一群热爱阅读的人去
影响另一群人，从而让更多人看到阅
读的美好，那么实现全民阅读的目标
就会越来越近。”

5月份，“图书馆+书店”阅读联
盟成立后，她想到可以联合台州市内
所有公共图书馆、书店来举办一场阅
读市集。“市集是目前市民喜闻乐见
的一种活动形式，非常受欢迎。将阅
读和市集结合起来，应该可以吸引很
多人。”

她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许多城
市都办过阅读市集，但是全市公共图
书馆联动举办的并不多见。经过沟通
协调，8月份，台州市图书馆与所有
联盟单位达成一致意见。之后，经过
几个月的策划，首届台州阅读市集终
于与市民见面。

“这是一场纯粹的阅读市集，所
有的活动都因阅读而起，然后回归到
每个人本身，我们想要传递给大家的
是‘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柯敏介
绍，在这场市集上，读者可以交流，可
以体验，还可以静静地看书，找到自
己的一份乐趣。

台州市图书馆在市集里专门设
置了一个问答互动区，问题是“阅读
是什么”。看着满满一面墙的回答，柯
敏内心满是感动，“我从事阅读推广
工作已经 10余年，每次看到大家因
为听了一场讲座而豁然通透，看了一
本书而相互交流、眼中有光的时候，
都会觉得特别开心，阅读是可以影响
生命的厚度的。”

在市集开幕式上，台州市图书
馆还发布了“新生儿书香礼包”。礼
包中有台州市图书馆原创的新生儿
家长指导书，旨在与新手父母一起，
引导、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用知识
引路，弥补了新生儿阅读服务的空
白，构建更加完整的“全生命周期阅
读服务体系”。

阅读市集，一场全民的书香盛宴

台传媒记者卢珍珍文/摄
10月 20日—10月 22日，吉他独

奏音乐会、四弦乐烛光音乐会、爵士乐
专场三场高质量文艺共享活动，在这
个秋日，与市民相遇在椒江文化驿站。

秋日的浪漫，是由一场弦乐四
重奏拉开序幕的。10 月 21 日晚，在
腾达中心玻璃舞台，烛光将这场音
乐会营造出静谧的氛围。当大提琴
浑厚丰满的音律响起，现场观众便

跟随着上海音乐学院四位青年演奏
家的弦乐，走进电影画面。在大提
琴、中提琴、小提琴不同音色的细腻
表现中，一幕幕经典电影画面，从视
听中滑进我们的眼前。

一首《海德薇变奏曲》，让我们看
见一辆冒着白色蒸汽的深红色火车，
载着一个黑头发绿眼睛的小男孩，驶
向神奇的魔法世界，这是哈利·波特
迷们耳熟能详的曲子。接着，四弦乐
又带我们重温了久石让的《天空之

城》《菊次郎的夏天》《邻居家的龙
猫》，还有《狮子王》的主题曲等。四弦
乐音乐会下半场演奏的曲目，仍以经
典为主，有《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晴
天》《蒲公英的约定》《你的心河》等，
并以坂本龙一的《圣诞快乐，劳伦斯
先生》结尾。

这是一次奇妙的秋日感官体验，
每首曲子结束，椒江的董小姐都会忍
不住鼓掌。白天逛完首届台州阅读市
集，到了夜里，她就坐在自带的折叠
椅上，静候烛光音乐会的开始。“我没
抢到票，但我电话咨询过，演出是露
天表演，直接过来也可以欣赏。”董小
姐是名文艺青年，她喜欢去宁波或杭
州等地追话剧，这次在椒江欣赏到高
水准的四弦乐演出，十分开心，“这种
对全民开放的高质量演出，希望能够
多多举办。”

据了解，这场演出由椒江区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与台州腾达中心
共同主办，台州森里国际艺术中心承
办。这场演出的前后两天，市民还能
在椒江大隐书局欣赏到泰雷加国际

古典吉他大赛金奖得主刘宪绩的古
典吉他独奏，在老粮坊文化创意产业
园的椒江区美术馆遇见“包峻睿和他
的朋友们”的爵士乐专场。

三天时间，三场演出轮番在椒江
文化驿站联动演出。

去年 4月，椒江第一个文化驿站
（老粮坊美术馆文化驿站）成立，它也
是台州第一个文化驿站。据了解，文
化驿站是以“嵌入空间”的形式打造
的场馆型文化设施，这个免费开放的
公共空间，可以为市民提供文化分
享、艺术普及、互动交流、文旅咨询等
多种形式的服务。

作为文化驿站的补充，公益文化
驿站则串联了椒江区各级公共文化
场馆、设施以及登记在册的文化、艺
术、旅游、体育类企事业单位或社会
组织，利用场地和师资的优势，让市
民参与到公益培训辅导和丰富多彩
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中。

截至目前，椒江有文化驿站 4
家、社会公益文化驿站15家，举办了
100多场文化活动，有上千人受益。

三天三场文艺共享

在椒在椒江文化驿站遇见秋日浪漫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文/摄
10月10日—20日，“群青集——

时代画卷”椒江区美术作品展在椒江
区美术馆举办，110幅作品亮相展厅。

展览由椒江区文联主办，艺术家

们以饱满的创作热情、多样的美术形
式和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作品，为观
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我市画家何峰的大尺幅粉画《战
旗——大陈岛垦荒》，以弘扬垦荒精
神为主题创作，对 20多位大陈岛垦
荒队员进行了艺术再现。这幅作品色
调沉稳，涵盖人物、旗帜、海岛、天空
等元素，用大笔触与精刻画兼容的方
式突出人物动态和情绪。

画家杨帆送展的油画作品《渔港
记事》，由近景人物、中景船舶以及远
景海岛三部分组成。三位不同年龄的
船工，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未来。
画中人表现出自信、坚定、乐观的神
态，让观众感受到积极的力量。还有
海边的船厂，在晨雾过后迎来崭新而
忙碌的一天。休渔期的渔港里，各类
待修的船舶寓意着曾经与风浪搏击

的艰辛历程。动态的人物与静态的船
舶，两者形成了生动的画面。

长年生活在海边，风里带有海腥
味，渔民、渔船对杨帆而言是抹不去
的记忆。几年前，他创作了画作《船
说》《曾经走过的那片蓝色》后，一直
想探寻和延续人与海之间的艺术情
感线索。2022年夏天，他沿着浙东海
边，足迹抵达多家渔船码头和造船
厂，找到不少素材。期间，他经常与渔
民在一起，听他们讲自己的生活经
历，感受他们对未来的向往。油画《渔
港记事》，就这样诞生了。

《祥和》是我市画家金双林的一
幅套色版画作品。它集众多人物于一
体，色调和谐，构图饱满，造型准确，
技法娴熟，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力。

“一刀一刻、一版一印，版画艺术如同
悬崖上的舞蹈。每一次笔触变化、色

彩融合，都会绽放绚丽的火花。”金双
林说。

还有我市青年画家吴倩倩的油
画作品《红色记忆》，呈现了中国共产
党 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画中革命根
据地的桌椅、杯子、灯等，仿佛诉说着
无数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用生命诠释
信仰的力量，在生与死的考验中铸就
忠诚本色。

国画《圆梦时刻》是画家邱益曼
的作品，画面构图饱满，层次分明。画
中的动车犹如一条白色的蛟龙，从山
畴沃野穿越重峦叠嶂，跨越大江大河
后，行走在天路云端里。

据悉，本次展览荟萃了近年来椒
江区美术创作的丰硕成果，艺术家们
以丰富的艺术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表
达了对社会、对生活、对生命的理解
和关注。

“群青集——时代画卷”椒江区美术作品展举办

1010月月2121日晚日晚，，一场一场四弦乐烛光音乐会四弦乐烛光音乐会在腾达中心玻璃舞台拉开序幕在腾达中心玻璃舞台拉开序幕。。

市民参观椒江区美术作品展市民参观椒江区美术作品展。。

读者在台州市民广场参加首届台州阅读市集活动读者在台州市民广场参加首届台州阅读市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