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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图书馆

》》云水展窗

《东海寻鲜》创意书展
【时间】2023年12月10日—2024年1月10日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一楼大厅

》》台州市民讲堂

东海寻鲜——美味背后的海洋文化
来自东海的每一口鲜甜，都跟江河、大地、海

洋有关。这是味道的道。
二十四时，三十六味。桃花鲻鱼、清明马鲛、芒种

虾皮、夏至鳎鱼、大暑鲈白、秋风蟹紫、西风鳗肥……
人间烟火中，是让人垂涎的大海滋味。

新荣记创始人张勇说，美食让人生更美好。
陈晓卿说，我们想用食物给大家描绘一个美

味的故乡。
沈宏非说，讲美食，讲的其实就是人、食物与

土地之间的关系。
王寒说，我写《无鲜勿落饭》，写《江南小吃

记》，写《东海寻鲜》，也是想告诉大家：人间有味，
是味道的味。

本周日，作家王寒将做客台州市民讲堂，带领
我们一同感受东海的博大深邃，让那透骨新鲜的
海鲜，通过她的娓娓道来，鲜甜到我们的舌尖。

【主讲】王寒 作家、人文学者、旅行家，走过世
界四十多个国家，出版著作二十余部。

【时间】12月10日（周日）14：3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纪录片分享会

纪录片：《定风波·出川记》

《定风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
片中心、浙江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邓武执导的历史人文纪录片，聚焦宋韵文化的传
承和传播，围绕诗文、书画、美食、旅游、民生等主
题，以苏轼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体现了他“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者情怀，突出了他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业绩，也展示了他在诗词
文赋、书法绘画等领域卓越的建树。

纪录片共5集，分别为《出川记》《湖山记》《摩
羯记》《悬壶记》《筑巢记》。本期活动分享第一集

《出川记》，让我们一起了解苏轼的成长与家风。
【分享嘉宾】卓文康
【时间】12月8日（周五）18：30—20：0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宪法驿站和合书吧

》》免费观影

影片：《三毛从军记》
【时间】12月9日（周六）18：3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无障碍图书馆

●台州市博物馆

丹丘墨痕——台州历代书画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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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工匠

和合文化美名扬 仙居花灯震四方
相传无骨花灯源于唐代，俗称“唐灯”。针刺无

骨花灯发源于仙居皤滩，此地明清时为浙东南的
重要商埠。本周六，花灯志愿教员带领学员做一盏
和合花灯，一起走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
智慧。

【时间】12月9日（周六）9：30—11：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二楼教室
【参加对象】10—18周岁学员10人

东方匠心 台州刺绣
台州刺绣与中国刺绣同源，绣品不但立体感

强，且镂空部分更是玲珑剔透、独具风格。本周六，
由刺绣志愿教员分享所学，当帆布包遇上台博君，
共同领略宝藏城市的流量密码。

【时间】12月9日（周六）14：00—16：00
【地点】椒江区葭沚街道星洲社区
【参加对象】7周岁以上亲子学员15组

》》小玩童

二十四节气之冬
冬天，又称冬季，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季节，

时间范围指立冬至大寒期间，所包含节气有立冬、
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六个节气。这个周末，
走进台博，了解冬季的六个节气，了解每个节气的
时候、气候、物候，感知先民的智慧。

【时间】12月10日（周日）9：30—11：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二楼儿童友好型教室
【参加对象】5—7周岁亲子学员15组

历史尘埃里的古钱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

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夏商时代以海贝
为币。春秋战国时代，货币文化有很大发展。此后，
历代逐渐形成形制各具特色的货币文化。这个周
末，我们来探究历史尘埃里古钱币的魅力。

【时间】12月10日（周日）14：30—16：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二楼儿童友好型教室
【参加对象】8—12周岁学员15人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文/摄
上周末，第三届府城咖啡文化节在临

海巾山广场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多地的咖
啡师、咖啡品牌齐聚台州府城，展示咖啡技
艺和产品，与咖啡爱好者进行互动。咖啡香
在这座古城里久久飘荡。

如今，走在临海的街头，不难发现，各
式各样的咖啡店越来越多。咖啡已经成为
临海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咖啡馆“遍地开花”

在紫阳街上漫步，每隔几百米，你就能
看到一家咖啡店：18R、旬未茶时、柚立方、
Zc 咖啡、有院咖啡、Z11 咖啡、BA·NO⁃
NO……这些咖啡店，风格迥异，产品丰富，
带给人们味蕾的愉悦和精神的满足。

旬未茶时咖啡店在紫阳街已经扎根两年。
主理人郑羽良一直在大城市生活，

2017年才回到家乡临海发展。大城市的生
活让他养成了每天喝咖啡的习惯，为此，他
还特别考取了初级咖啡师证。

2021年，他在紫阳街拿到了一家面积
较大店铺的使用权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开咖啡店。在他看来，紫阳街的特点是每家
店铺都是小面积，如果在这里打造一个环
境优美、空间尚可的咖啡馆，来往游客就有
了休闲的场所。

郑羽良发现，临海虽然是县级市，但这
几年咖啡市场的发展却异常迅速。“我刚来
的时候，临海只有几家咖啡店，而 2021年
这一年就新开出了近 20家。现在，临海的
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咖啡店。”

有院咖啡则是今年下半年刚刚开出的
新咖啡馆。

在朱自清纪念馆隔壁，穿过一段缀满
绿植的窄窄小巷，眼前豁然开朗：一个不大
的院子，摆了一些桌椅，客人三三两两而
坐，或闲聊，或发呆。

继续往前，可以看到咖啡馆的门店：工
业风的现代装修，跟古老的紫阳街区形成
了一个新旧碰撞。

咖啡馆的老板名叫汪明秋，一个 90后
男生。

开咖啡馆之前，汪明秋一直在杭州做
生意，随着父母年纪的增长，他决定回到家
乡创业，方便照顾父母。

家里在紫阳街有一栋空房子，他自己
又是咖啡爱好者，于是决定开一家咖啡馆。
下定决心后，汪明秋将全国各地有名的咖
啡馆都去了一遍，学习选产品以及怎么迎
合市场。

在他看来，咖啡馆除了咖啡品质要好，
环境也很重要，所以在打造咖啡馆时，他不
惜重金请了设计师，好好进行设计装修。

“咖啡馆二楼视线很好，可以看到不远处的
巾山。顾客坐在窗边，一年四季看到的景色
都是不同的。咖啡馆带一个小院子，这在紫
阳街上还是挺难得的，所以我们起名‘有院
咖啡’。”

有院咖啡营业后，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双休日，店内跟院子里基本都是满的。”

陈甜甜，85 后，紫阳街上的原住民。
2018年，她从上海回到家乡临海工作。

在上海的时候，她养成了喝咖啡的习
惯。“刚回来时挺不习惯，想喝咖啡都找不
到好的地方。”

没想到，不过短短几年，街头巷尾都开
起了咖啡馆，品质也很不错。“现在只要想
喝咖啡，出门随处都可以找到一家咖啡馆，
周末安静地坐上一下午，别提多惬意。”

越来越多的咖啡馆在古城扎根。据临

海市社发集团统计，截至今年3月份，仅台
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紫阳街内就有 74家咖
啡店，不仅有本地品牌，也有外地品牌。

拓展多元咖啡赛道

新的咖啡空间场景也延展了无限想
象。在市场驱动下，不少咖啡馆主理人抓住

“咖啡馆+”契机，拓展咖啡的多元赛道。
今年5月份，Z11咖啡馆在紫阳街区壹

号美术馆楼上开业。这是一个带有屋顶的
咖啡馆，主理人小鱼第一眼看到这栋房子，
就喜欢上了。

“我觉得站在楼顶看紫阳古街，从宁静
小巷再到繁华喧嚣，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
情。特别是日落时分，坐在屋顶，手边握着
一杯咖啡，看夕阳西下，感觉人生是那么美
好。”她表示。

于是，Z11 咖啡馆诞生了。时下年轻
人都流行“日咖夜酒”生活方式，Z11便以
此模式作为载体，让时间在这里变得可
延续。

白天，Z11是一家文艺的咖啡馆，客人
可以坐着喝咖啡、赏风景、拍照打卡。夜幕
四合，Z11店内是另一番景象。不少年轻人
来到这里，点上一杯特调酒水，开启自己的
夜生活。

除了是咖啡馆、小酒吧，Z11还是一个
艺术空间。

“我和咖啡馆里的小伙伴都很喜欢音
乐，所以音乐也是Z11很重要的一个板块。
我们会在咖啡馆内不定时开音乐会，喜欢
音乐的人聚在一起，可以在这里收获一段
放松快乐的时光。”

如今，小鱼将环保手工课也纳入到咖
啡馆里面。“我们觉得咖啡的生命不止在制
作和饮用的过程，还能循环进化成更多的
物件、行为艺术的方式。所以我们会将咖啡
渣收集起来，组织大家开启咖啡渣重生计
划，将它做成手工皂、画成画等。”

柚立方位于紫阳街 102号，去年开始
营业。

走进咖啡馆，除了扑鼻而来的咖啡香，
你还能看到各色各样的木制家具。是的，这
不仅仅是一个咖啡馆，还是一个家具店，客
人在这里看中任何一款家具，都可以从网
上购得同款。

该店负责人表示，自己创立这个品牌
的契机是因为一把昌迪加尔椅，“柚木+藤”
的材质组合让他觉得无比惊艳，再加上自
己热爱咖啡，于是有了柚立方。

在这里，一桌一椅，都十分简约温馨，
置身其间，让人情不自禁进入在自家客厅
一样的放松状态。“在家具展厅喝咖啡，还
是蛮神奇的体验。”游客张先生表示。

除了 Z11和柚立方，古城里还有许多
类似的跨界组合的咖啡馆。

比如再望书苑，它不仅是一个咖啡馆，
也是一个书店，喜欢阅读的咖啡爱好者，可
以在那里点一杯咖啡，然后收获一段书香

和咖啡香交织的时光。

咖啡喝出文化味

当然，作为咖啡店，最重要的还是保证
品质，在产品上多下功夫。

18R咖啡馆可以说是古城咖啡馆的标
杆之一。

主理人杨林跃对制作咖啡的态度可谓
精益求精。“咖啡豆的产地、大小以及硬度，
都会影响烘焙时间，而烘焙的方式不同，又
会让咖啡豆释出不同的香气。同一种豆子，
磨粉的粗细也会影响到咖啡的风味。所以，
我们店里选用的咖啡豆都经过精细的挑
选，我还曾拍下过全球最贵的咖啡豆，给客
人做咖啡。”

除此之外，创新也是每家咖啡店的立
命之本。

柚立方的多款特调，可以看出主人花
的心思。

以店名命名的“柚立方特调”，端起来
靠近嘴边，就能闻到酒香和橙香，喝起来是
黄酒带来浓郁酒香和粮食发酵感，伴随着
甜橙与柠檬汁的酸甜，风味层次感强烈。

“昌迪加尔特调”选用清香的菠萝果酱
混合冷萃花魁做底，加入日月潭冷萃红茶，
看似毫无关系的几种原料，特调在一起，碰
撞出别有风味的新奇口感。

刚开业不久的有院咖啡，将临海的涌
泉蜜橘和海苔饼作为原料，调制了“海苔生
椰dirty”和“绿沉橘香”两款产品。

“许多店会选择用橘子汁作为原料，但
是我们临海的蜜橘，连橘子皮也是可以吃
的，‘绿沉橘香’就是由橘子皮和抹茶融合
打造的，很受大家欢迎。”汪明秋介绍。

作为紫阳街上最早的精品咖啡店之
一，Zc咖啡除了售卖经典风味的精品咖啡，
也创新了蛋清羊尾拿铁、白水洋豆腐拿铁
等，成为店内爆款。

而早在 2019年，杨林跃就结合草糊、
糟羹、酒酿等临海小吃推出一些“临海风
味”的咖啡，并且每年都在更新产品。

台州府城咖啡香正浓

台传媒记者彭 洁文/摄
乡村与艺术，似乎难以产生关联。作为

一座乡村博物馆，松溪美术馆，实现了两者
毫无芥蒂的融合。这场融合，让身在其中的
人变得平静、充满热爱的力量，也让乡村变
得浪漫。

这，就是这座房子的神奇之处。

一

松溪美术馆，位于有着 1700多年蜜橘
栽培历史的黄岩澄江，于2016年12月开馆，
并在去年4月举办了新馆开馆仪式。在省文
物局近日公布的2023年浙江省第二批乡村
博物馆名单中，松溪美术馆榜上有名。

松溪，是松溪美术馆现任馆长葛张良
的父亲——葛岩法先生的笔名，建馆的初
衷也是为了展示交流松溪先生的书画创作
和收藏的书画作品。

这里，需要用些笔墨，着重介绍一下葛
岩法先生。

葛岩法（1944—2017），笔名松溪、半梦
斋主，黄岩人，生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中国国画家协会理
事、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浙江美术家协会
会员、台州市美术家协会理事、黄岩区美术
家协会主席、一级美术师，是“从农村手工业
者、业余美术爱好者成长为专业画家”的。

在葛张良眼中，父亲“是真正投身艺术
的人，是真正用心作画的人”。“他从小就喜
欢绘画，改革开放后办工艺品厂时，绘画功
底就已经非常深厚了，但他觉得还要提升，
就特地到杭州，求教于中国美院的陆抑非、
王伯敏、卢坤峰等教授。”葛张良不无骄傲
地说，“父亲的作品多次在全国及省级以上
画展展出获奖，还出版了多本画集。”

松溪美术馆二楼的葛岩法艺术馆，射
灯打出的柔和光线印照在300多件悬挂于
墙的画作上，有精巧可爱的花鸟小写意，也
有气韵浑厚的大画，映衬着整个展厅光洁
而雅亮。

我不擅作画，也实在算不上是个懂画的

人，但站在松溪先生画的梅花前，还是忍不
住赞叹：“画得真好啊！”枝干苍劲，盘虬卧
龙；梅花雅逸，铁骨冰心，凌寒而开，似有浮
动的暗香阵阵袭来；老屋、木桥点缀其间，又
让画面显出几分“暧暧远人村”的温馨。

“为了画好梅花，我父亲曾多次到九峰
梅园里写生，时间最长的一次待了四个月，
画了上千幅不同形态的梅花写生稿。”葛张
良说。

事实上，这位中国画坛“勤奋刻苦好学
的探索者”，一直到去世前都不曾放下手中
的画笔。60岁那年，葛岩法还专程到北京，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研班和中央美院张立
辰大写意花鸟班进修，师从姜宝林大师。他
扎实写生，又极具想象力，讲究笔墨、章法
和诗、书、画、印的融合……“他的作品使他
的艺术生命得到永恒”。

在松溪美术馆，这种永恒，被传承
下来。

二

松溪美术馆分为临展厅、葛岩法艺术
馆、创作活动区以及特展区四个区域。

没有参观者的时候，葛张良会在三楼
的创作活动区静静地作画。他没有系统地
学习过国画，但深受父亲熏陶，加上对艺术
的热爱，也总能在提笔落笔间描绘出一幅
幅笔力劲健、用墨饱满的山水花鸟画。“松
溪美术馆的环境，很容易让我沉浸下来，用
心去感受自己的作品。在这里作画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充实、平静的。”葛张良说，那一
刻，他的心思都只在眼前的这幅画上，他可
以细细琢磨笔墨的运用、色彩的渲染、构图
的建造……

2012年年底，由王贻正、丑百川、高炬、
王裕祥、叶军生等一众极为优秀的画家组成
的台州“画友之社”——九社成立。秉承着

“自由、开放、包容”的艺术思想，11年来，九
社举办了多场有影响力的画展，为台州的文
化繁荣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作为九社
成员之一，葛张良以松溪美术馆为平台，让
艺术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乡村。

近年来，松溪美术馆先后举办了“香雪
墨痕”九社十年展、清山幽韵——陈晓英山
水画作品展、“唯心是画”孙开桐山水画展、
高杰山水画作品展、朝艺馆朝鲜当代油画
藏品展、“溪山无尽”吴山石山水画展、台州
美术名家作品邀请展等多场精彩的画展。

不仅于此，松溪美术馆还根植本土文
化，举办了台州窑青瓷的工艺与美学交流
研讨会、台州六朝古砖瓦拓片展等。

12月初，一个阳光温煦的午后，推开松
溪美术馆古朴厚重的木门，穿过山水萦绕、
古色古香的厅堂，走进一楼的临展厅，这里
正在举办的是“陈素霞 魏玉强山水画作品
展”。两位来自河北的画家，带来了敷色静
雅、笔墨淋漓、雄中有秀的山水画作，观之
别有深华。

松溪美术馆边，有家小超市，店主姓
陈。新馆开馆以来，陈先生在这座“这么漂
亮”的房子前徘徊过许多次，终于在 10月
底的一个下午走了进去。那时，馆里正在举
办顾奕兴版画展，他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一
圈，走出美术馆时还意犹未尽，“说不出来，
就是觉得很好看”。

这是松溪美术馆存在的意义。
作为一座乡村博物馆，它让不懂画

的人对艺术空间、对美术作品有了真切
的感受。

“我们要让大家感受到画家就在身边，
艺术随时可以感受；也欢迎中小学生随时
来观摩、学习国画艺术，培养他们的审美情
趣、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让他们知道美就
在身边。”葛张良说。

松溪美术馆：让艺术走进乡村

Z11咖啡馆的咖啡手工作品。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有院咖啡营业后有院咖啡营业后，，收获了一大批粉丝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松溪美术馆位于黄岩，2016年12月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