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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图书馆

》》TA的故事——真人图书馆

国风宋韵——我的汉服人生
【主讲】方博
【时间】11月25日（周六）14:30—16:0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读者沙龙活动室

》》苏菲读书会

主题阅读书籍：《苏世民：我的经
验与教训》

【时间】11月26日（周日）15:2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读者沙龙活动室

●台州市博物馆

丹丘墨痕——台州历代书画大展
（第二期）

万年台州，佛宗道源，人杰地灵。在这片
土地上，自古英才辈出，曾诞生过许多书画
名家。此次展览集结全市博物馆、美术馆馆
藏文物资源，汇聚台州历代乡贤名家书画
作品，再现了中国传世名画与台州的关联。
其中，“传续”单元还原了台州历史上有名
的地方名家名品，如周润祖、齐召南、傅濂、
杨晨作品等；“再现”单元展现了名家作品
中的台州元素，如王珣《伯远帖》、钱维城的

《台山瑞景图》等，都与台州的人和景有着
密切的联系。

【时间】2023年11月24日—2024年1月14日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一楼、四楼临展厅

玩转铺首
铺首是中国古建筑门饰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铺首由底座和挂件两部分构
成，可实现叩门或拉门的实用功能，所以也
俗称“门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叩门环
这种传统入户的仪式感正逐渐淡出人们的
生活。本周末，和台博君一起探索铺首背后
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

【时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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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周岁学员15人

文字之魂——活字印刷
一笔一墨一丹青，一纸一字一发明。印

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
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来台博，玩一场有趣
的汉字游戏，感受文字的魅力。

【时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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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周岁学员12人

一方小印 篆刻人生
金石华彩，知白守黑。方寸之间，刀走凌

云志，字形流云姿。印章最初是信物，起印证
作用。宋、元以后，因注重书画题跋和署款，
书家们逐渐认识到印章的艺术作用，使书、
印合璧的艺术得以形成。走进丹丘墨痕，聊
一方小印，品篆刻人生。

【时间】11月26日（周日）9:30—11:00
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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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周岁以上学员15人

台传媒通讯员江文辉

为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倡导科学的生活
方式，11月 17日，温岭市松门镇举行“全民齐健
身，健步走新城”活动。

当天上午，参加健步走的健身爱好者们汇聚
到幸福村文化礼堂边的翠屏文化广场。他们中有
人每天打太极拳，有人喜欢练习木兰拳、柔力球
等，还有一些幸福村村民及志愿者。

“开展健步走活动，是为了通过低门槛、群众
参与度广的活动传播全民健身理念，并且让更多
体育指导员参与其中，通过科学指导，倡导科学
的运动方式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断提高村民的
健康意识。”松门镇党建办主任助理吴润东说。

参加活动的健身爱好者从翠屏文化广场出发
后，沿着纳潮河健身步道、神址塘绿道行走，最后折
返至松门镇综合文化站，步行总里程5.8公里。一路
上，村民们欣赏着沿途的美景，憧憬着滨海新城的
未来，享受着科学健身带来的乐趣。

东城村的乐群利是镇里的体育指导员，也是
一名文艺积极分子。早晨，她会去打太极拳，晚上
去练瑜伽，有时候也会去学大鼓，只要有时间，她
喜欢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经常参加运动，我觉得
自己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生活也变得丰富多
彩。”她说。

据了解，松门镇曾获得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
动先进乡镇称号，全镇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237
名，指导体育项目涵盖武术、跑步、游泳、健身
操、球类等。

松门：
全民健步走新城

台传媒记者陈洪晨

说到“辣”，许多食客心里有本“吃辣图
鉴”：“四川辣”是麻辣，“湖南辣”是香辣，

“贵州辣”是酸辣……而在台州，比起辣椒，
人们更倾心于姜的辛辣。用本地方言来形
容，“台州辣”是“辣呵呵”的。

11月10日，“寻味路桥·姜香独韵”辣呵
呵美食周在路桥十里长街热闹开启。姜文
化主题展、姜文化市集等一系列活动，打响
了台州“辣呵呵”美食 IP。

一

台州地处东部沿海，大海赋予了这座
城市丰富的鲜甜味。海鲜性寒，而姜可暖胃
驱寒。于是，靠海吃海的台州人，把姜作为
吃海鲜的好搭档。

姜在台州人眼里，不仅是炒菜的佐料，
更是许多美食的主角。姜汁调蛋、姜汁猪
肚、姜炒米饭……关于姜的美食花样繁多，
最深入人心的，还得是风靡台州大街小巷
的姜汤面。

姜汤面是台州民间传统面食，据说已

流传百年，最早是
产妇坐月子调养身体
吃的主食，因风味独特、
营养丰富，后来逐渐成为大
众美食。如今，椒江、黄岩、路桥、临海等 地
仍保留着产妇吃姜汤面进补的习俗。有的
家庭会提前晒好二三十公斤生姜，除了给
产妇坐月子吃，也用来招待探视产妇和新
生儿的亲朋好友。

正宗的姜汤面，备菜正是从晒姜片这
一步开始的。老姜洗净切片，加入黄酒熬
制，待酒精挥发后，捞出姜片晾晒成干，干
姜片可储存数月。

煮面的时候，锅里倒入水和晒好的干
姜片，用文火慢慢熬汤。这样熬制出的姜
汤，才算给这碗面注入了灵魂。

待到汤底沸腾，黄酒的醇香与老姜的
辛辣相互萦绕，霸道的香气往鼻腔里直钻，
就可以扯一把面下锅了，随后加入虾干、蛤
蜊、香菇、黄花菜、豆腐皮、青菜、鸡蛋等配
菜，煮至食材全熟，就能出锅了。

趁热享用，醇厚浓郁的汤汁包裹着每
一根面条，几口下肚，整个人从头顶暖到脚
底，有种说不出的畅快感。

每个台州人心里，都有几家心仪的姜
汤面馆，推荐理由各不相同，也许是“汤底
一绝”，也许是“料头多得像不要钱一样”，
也许是“米面柔韧有嚼劲”……人人都觉
得自己常去的那家店，就是最好吃、最地
道的。

而家庭自制姜汤面，不同县（市、区）的
人各有讲究。山里人家，喜欢加土鸡蛋、土
猪肉、腊肠等，并以猪油煸炒配菜，更能增
香提鲜；而海边人家，鲜虾、蛤蜊是最基本
的，豪横的甚至会加入整只青蟹或整条小
黄鱼。

招待宾客时，无论靠山靠海，台州人的
热情都是统一的——恨不得将全台州

的美食，都装进这碗姜汤面里。三
门的青蟹、跳跳鱼，玉环的虾干、

鳗鱼干，温岭的小黄鱼，临海的
豆腐皮，黄岩的土猪肉……
奇妙的是，这些食材竟都能
与姜汤和谐共处，甚至被激
发出更浓郁的风味。

二

吃姜，是台州人独特的
抵御寒冷的方式。每到秋冬，气

温一降，姜汁调蛋就成了许多人
的心头好。
姜汁调蛋是台州特色小吃。取一口

搪瓷碗，把土鸡蛋磕进碗里，加入黄酒和姜
汁打匀，再舀上一大勺红糖，还可根据喜好
加点核桃仁和龙眼肉，加适量的水，隔水炖
或在蒸笼里蒸熟即可。

出锅的姜汁调蛋，表面布满气孔，内里
却柔嫩丝滑，用勺子轻轻挖上一块蛋羹，抖

动着送入口中，姜的辛辣顿时冲鼻而来，红
糖的甜与核桃的香紧随其后，在口中慢慢
化开，让姜汁的辣味变得柔和绵长。享受完
层次丰富的口味，暖意也渐渐从胃里升腾
起来。

姜汁可以用来做主食、点心，做菜自然
也不一般。无论“搭档”是山珍还是海味，爱
吃“辣呵呵”的台州人都能发挥创造性，轻
松拿捏各种烹饪方法。

比如姜汁猪肚、姜汁炖鸡。砂锅里放
入猪肚或土鸡，加入香菇、黄花菜等配菜，
倒入姜汁，炖煮几个小时。出锅以后，汤底
色泽鲜亮、姜味浓郁，猪肚脆爽，鸡肉软
烂，配菜仿佛都吸饱了姜汤，一口爆汁，满
嘴留香。

再如，路桥、玉环等地有一道姜汁跳
鱼捞面。老姜煸香，鲜活的跳跳鱼倒入锅
中煎至金黄，再倒入姜汁，大火烧开，改
小火炖煮。姜的香味、跳鱼的鲜味全都汇
集在一起，汤底用来捞面，每一口都鲜美
无比。

台州人对姜的创意，远不止这些。
在“寻味路桥·姜香独韵”辣呵呵美食

周活动中，路桥公布了首批 25家“辣呵呵”
美食示范店、体验店、单品店，以及各个门
店推出的“全姜宴”菜品。其中，既有姜味炖
黄琅蟥、姜味捞汁呛蟹、姜蓉蒸黄鱼、姜葱
血蛤等海味菜，也有生姜小炒鸡、姜葱猪
肝、姜汁鸭等山珍菜，还包含姜炒米饭、梅
菜姜泡饭等主食，甚至能品尝到红糖姜黄
拿铁、姜汁蛋挞、姜味冰淇淋等创意甜品、
饮品。

初冬已至，街头巷陌又飘出了姜汁调
蛋甜甜的香气。品一品“全姜宴”，拥抱“辣
呵呵”的台州吧。

初冬第一口美味，是台州的“辣呵呵”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文/摄
古道见证过繁华，随着时间流逝，如今

虽然大多已经渐失其用，却承载着厚重的
历史记忆。古道的历史痕迹和自然风光，造
就了别样的美。

孟冬时节，除了银杏的金黄，最耀眼的
就数古道上那一抹红。一个天气晴朗的午
后，我踏上了寻访茶辽古道的旅途。

一

从临海市区出发，三十多分钟的车程，
就到了位于永丰镇的茶辽自然村。村口建
有停车场，支付10元停车费，就可以将车停
在这里。

茶辽，也叫茶寮，是个高山村，海拔300
米。古时候，村里遍地茶树，农闲时，淳朴的
村民喜欢泡壶茶，坐下来聊天，也给古道上
赶路的人提供茶水，给他们一个歇脚的地
方。茶寮由此得名，“寮”的意思是茅棚搭的
小茶楼。

下车，顺着村道往前走几步，几个满头
白发的老人正坐在阳光下售卖农产品：自
己晾晒的地瓜干，红彤彤的柿子，刚摘的野
菜，还带着新鲜泥土的地瓜……一棵粗壮
的大树下，还有一家烧烤摊，食物的香味顺
着风飘来，十分诱人。在大山深处吃上一顿
烤串，一定别有风味。

再往前几步，能看到一块立于山边的
大石头，上书“茶寮枫岭”。旁边有青石板铺

就的小路，和山的深处相连。这就是茶辽古
道的入口。

茶辽古道是宋代以来温台通往绍杭的
官道，已有千年历史，古道上的石砌步道，
至今仍然保持着古代的格局形状。

沿着石板路缓缓而上，首先会穿过
大片的竹林，高大的竹子紧密排列，遮天
蔽日。

再往上走，可以看到规模较大的古树
群，树龄在 100年到 500年之间，以枫树、松
树、樟树为主，其中枫树最多。

据当地村民介绍，古道两边的古树都
是他们的先辈种植上去的。“夏天太阳大，
可以给过往路人遮阴。冬天叶子堆叠，又能
保暖。”

初冬，古道上的树叶色彩斑斓，黄、红、
青色相间的枫树林随风摇曳，好似一幅美
丽的油画。地上也堆了不少树叶，西北风把
落叶吹得薄脆，脚踩上去，“咔嚓咔嚓”，十
分解压。

天气晴好，前来游玩的游客不少，有特
别从上海过来的老夫妻，有小情侣，有带着
孩子的年轻夫妇，还有带着跟拍摄影师的
年轻姑娘们。大家走走停停拍拍，沉醉在美
丽的“枫”景里。

走累了，便坐在路边的石块上歇歇脚。
抬头，阳光从枝叶缝隙里漏下来，美若仙
境。一阵风吹过，叶片簌簌作响，如蝴蝶飞
舞坠落。

这段古道不长，不过 20分钟就已走到
头。尽头连着半山腰的公路，亦有摆摊卖土
特产和茶水饮料的老人。如果没有带水，可
以在这里买上一瓶，清凉的茶水可以瞬间
带走爬山的疲惫。

休息片刻，便可以踏上回程。下去的
路，比上来时简单许多，没一会儿就回到了
起始点。

二

从古道下来，天色尚早，不着急赶路的
我便继续往前，探寻茶辽这个山中古村。

车子往前开，过了一个弯道，就可以看
到一排排错落有序、依山就势而建造的房
屋——这便是茶辽村的村部了。

顺着村中小路前进，会碰到跟你热情
打招呼的村民，也会碰到悠闲躺在地上晒
太阳的狗，散养的鸡鸭，俨然一幅温馨古朴
的农家画卷。

村庄的中心是茶辽祠堂，也是如今的
村文化礼堂。推门而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座精美的古戏台，戏台藻井里有着华丽
的彩绘。环顾四周，可以看到几组壁画。仔
细一看介绍，呵！原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
庄，还有“大来头”——这里住着盛唐广文

博士、台州文教之祖郑虔的后裔。
郑虔，字趍庭，又字若齐，荥阳荥泽县

（今属河南郑州）人。他是盛唐时期一位精
通诗词、书画、天文、地理、博物、兵法、医
药，近乎百科全书式的一代通儒，诗圣杜甫
称赞他“荥阳冠众儒”“文传天下口”。

唐至德二年（757年），郑虔经过长途跋
涉前来台州。当时的台州，文风未开。郑虔
到来后，担当起兴文教、易风俗的责任，他
在衙门之内设帐授课，选民间子弟启蒙教
化，教授王道伦常，从此台州城“弦诵之声
不绝于耳”。

郑虔也因此被认为是台州文教之祖。
郑虔最后病逝于台州，为纪念他，台州人立
祠以祀，更有街巷以他命名。

在村中闲逛，不知不觉天色渐暗，到了
该告别的时候。

返程的途中，遇到一位搭车的老人。通
过交谈，得知老人名叫郑新，今年 76岁，茶
辽村人。前些年，他举家搬到了山脚下交通
稍微方便一点的八叠村居住。

老人表示，因为交通不便，村里的原住
民所剩不多，基本都是老人。他们在茶辽生
活了大半辈子，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
木都有深厚的感情。就像他，虽然搬到了山
下，即便走上半个多小时的山路，也要时常
回村里看看、坐坐，和老伙计们拉拉家常。

三

除了茶辽古道，台州还有不少古道，风
光无限。

比如南黄古道，起于天台县南屏乡前

杨村，止于临海市白水洋镇大泛自然村，全
长12公里，修建于北宋初年，一直到清代都
是浙东重要的民间商贸通道，主要运送食
盐、绿茶、布匹、丝绸、瓷器等交流极为频繁
的大宗商品，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民族经济
文化交流走廊。

上世纪70年代，随着公路交通的完善，
南黄古道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如今的南黄古道，保存完整，沿途遍种
枫树，是国内保存最好的枫叶古道之一。入
秋后，古道红枫遍野，枫叶渐次转红，层林
尽染，极富诗意。

都说仙居有十景，苍岭古道为其一。
苍岭古道西起缙云县壶镇镇的苍岭脚

村，经过黄秧树、槐花树、冷水、黄泥岭和海
拔 800多米的南田等村，出风门后，下岭五
里多，直到仙居县横溪镇的苍岭村，全长约
25公里。

这里曾是盐贩挑盐的必经之路，“枫”
景如画。“险峻”“盐道”“苍岭丹枫”，都是它
的代名词。

走过枫叶铺就的山道，沿途的红枫装
点了这条以“险”著称的千年古道，远远望
去，似一条飘扬的红色丝带，格外耀眼。

义城岭古道，位于黄岩区北洋镇联丰
村，起于头陀桥，经潮济、胡村岭至义城岭
头，全长12公里。岭上种植枫树，一到秋天，
遍地通红，远远遥望，树树皆秋色，山山唯
落晖。网友这样形容它：“古朴，但美得让人
心醉。”

“古道+红枫”的组合，让台州的秋冬日
变得温暖且有诗意。不如择一暖阳日，踏入
幽幽古道，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访幽幽古道，赏最美“枫”景

11月10日，“寻味路桥·姜香独韵”辣呵呵美食周在十里长
街热闹开启。图片均由路桥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姜汁调蛋姜汤面

初冬，茶辽古道上的树叶色彩斑斓。

茶辽古道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