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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大田城隍庙，二进，坐北朝南。

关于它的始建时间，至今已无人能说清
楚。庙内大殿大梁上有重建时间，为清
光绪十九年（1893）。因此推算，大田城
隍庙至今至少有131年历史。1988年，大
田城隍庙大殿被公布为临海市文物保
护单位。

庙里供奉的城隍爷是汉末从河南
汝南迁来的屈晃，其子屈坦是临海郡第
一任郡守。相传，台州行政长官把屈晃
奉为城隍庙神，作为地方保护神，大田
城隍庙神便由此而来。

大田城隍庙除了大殿建于清光绪
十九年，其他的如门厅、前殿、后殿、偏
殿、厢房、戏台等均非清朝建筑，为后来
新建或重建。大殿为单檐歇山顶，穿斗
式结构，平面三开间，通阔 11.7米，通进
深 12.9米，高 8米多；其中明间宽 4米，
次间宽 3米。殿内高悬一块“神而明之”
大匾，落款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

殿内竖立 20根石柱，分四排并立，
作为承重柱。石柱最高者约7米，直径在
26至 36厘米间。每根石柱上都有联句
（已看不清）或捐助者信息，如“监贡生
冯浚敬助石柱一株”“保下信女……敬
助石柱一株”“保下弟子……吴加恩仝
（同）孙云美敬助石柱一株”“郡庠生刘
奎辉……”等。

梁枋斗拱布满雕刻和彩绘，内容有
戏曲故事、民间传说和神话人物，如“范
蠡送西施”“晏婴送穰苴下山”等，总数
在百幅以上，蔚为壮观。

最值得一提的是大殿前檐下的四
根雕龙石柱。每根石柱雕刻一条盘龙，
龙尾在上，龙头在下；每条龙的龙头抬
起，望向殿内端坐的“城隍爷”。村里老
人介绍，四根龙柱的石料来自仙居，为
石英石，硬度高，不易磨损和风化。因
此，虽然已屹立百年多，石柱看起来依
然很新，很有质感。

四根龙柱高 2.8米，直径在 26至 28
厘米间，柱子上凿刻的部分最深处有 5
厘米。龙柱上的花纹，非常精美：朵朵祥
云，如在石柱上缓缓飘动；飞龙穿云而
过，绕柱盘旋而下，龙鳞片片可见，龙须
迎风摇曳，活灵活现；龙脚四趾，踏空而
来。每根龙柱的设计动态各异、布局合
理、雕工精湛、层次分明，可谓是精美的
艺术品。

这些龙柱都是古人一凿一磨打造
而成，付出了巨大心血。飞龙祥云雕刻
好后，再涂上彩绘，竖在大殿廊檐下——
可以想象，这画面有多么的逼真和震撼。
就算以现代的眼光看，也足以让人惊叹
古人的巧夺天工！

龙柱上的彩绘，经过百年风雨，又
经人为破坏，已经基本上看不见了，只
在一些细节上，还可见涂彩的痕迹。

这四根龙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也曾遭破坏过，所幸，伤害不大——除
了几根龙须被敲掉，其他纹饰基本保存
完好。每根柱子由周边乡民捐助，柱子
上刻有名籍，但被凿了。现仍隐约可见
一些文字，如“浚头……助”“……助石柱
一株”“溪东……徐氏……”“白石……
男……宣……喜助石柱”等。

据当地老人说，这四根龙柱一度是
大田的“招牌”。来到大田，不看龙柱，都
不算来过大田。可见它们的艺术价值之
高，以及在当地百姓心中的地位之高。

城隍庙的龙柱是大田人的骄傲。上
街头村老人协会会长王卫希说：“大田
有句老话，‘走过大田，诵过三年’，说的
就是这四根龙柱。因为它们是大田最有
特色的文化遗产，精美绝伦，让人难以
忘怀。”

巧合的是，这句老话记者在30多年
前的小芝也听到过。小芝是记者的老
家，距离大田约 30公里。当年乘坐大巴
车，翻山越岭到大田，需要两个多小时。
笔者第一次跟着大人去大田走亲戚，回
来后，刚进村口，就被路旁的老人拉住，
随口说出“走过大田，诵过三年”，并让
笔者讲讲一路见闻。

从村里老人的表现来看，这句话的

意思应该是大田比较远，去过一次，可
讲的故事很多——夸张一点地说，就是
讲三年也讲不完。

如今大田街道在宣传中引用这句
老话，基本上也是这样解释：大田自古
繁华，可说道的内容很多。但王卫希老
人作为过来人，他的解释更符合原意，
这四根雕龙石柱，方圆百里内，无出其
右者，是大田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大田城隍庙有近一百年的办学史，
是当地名副其实的教育中心。

清宣统元年（1909），大田敬业初等
小学堂在城隍庙后宫创立。民国十八年
（1929），改名大田小学。1949年 6月，临
海和平解放后，临海县委县政府及县公
安局的办公场所，就设在大田城隍庙。1
个月后，这些机关单位陆续移往他处，
城隍庙仍归为学校办学。这之后，城隍
庙一直是大田区、镇、街道的中心小学，
直到 2005年 9月，学校搬迁至大田下街
村的新校址。

一直以来，城隍庙由上街头村、下
街头村、横街村三村共管，这三个村的
孩子，自然在城隍庙读书。山前、大田
桥、方家弄等周边村庄的孩童，也有送
到这里来读书的。比如，上街头村老人
协会会长王卫希和下街头村老人协会
会长陈能鉴，于 20世纪 50年代在城隍
庙入读小学，是六年制。大田文化站站
长郑秋临于70年代后期入读小学，是五
年制。之后十几年，学制又从五年制变
为六年制。

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说起城隍庙
的故事，既亲切又激动。城隍庙四根龙

柱曾险些遭破坏。但是，都因为石柱质
地硬，柱子上的雕龙线条粗，刻痕深，不
易敲落，加上四根龙柱都是承重柱，大
力敲打，房屋震动，破坏者也怕雕龙没
敲掉，房子先敲塌了，龙柱这才躲过劫
难。当地老师担心还有人来破坏，自发
组织起来，用黄泥拌秸秆，把龙柱给泥
封了。事后除去黄泥，发现龙柱上只有
少数几根龙须和龙尾受损，捐助者信息
被凿去，其他一切完好。

不仅如此，在大田，许多百姓跟城
隍庙都有交集。每年农历二月初九，是
大田城隍庙庙会。百姓重视，家家参与，
热闹程度，比过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庙会活动非常隆重，热闹非凡。王
卫希、陈能鉴等人介绍，以前，每到二月
初九前夕，家家户户都会制作一段板龙
龙身，到了庙会时候，各家青壮年拿出
自家板龙龙身，接到一起，便成为一条
长长的大龙。这条大龙，最长的时候由
上百人共舞，锣鼓喧天、声势浩大、观者
如潮。

说起庙会盛况，王卫希、陈能鉴等
回忆，参会的人除了本地乡邻，还有从
黄岩、温岭、玉环、天台、仙居、三门等地
赶来的群众。庙会期间，大家祈求神明
庇佑，地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另外还
有唱戏、舞狮等活动，时间持续七天。

庙会活动持续上百年，至今仍在延
续。在当地，不管是老一代，还是年轻一
辈，说起城隍庙庙会，都充满了自豪感。

大田城隍庙
雕龙石柱 玲珑剔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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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陈伟华文/摄
怀旧而不沉湎于旧，讴歌进

步与发展，坚守人文情怀的底
线，她就是刚获评“第二届浙江
省级乡村工匠名师”的张秀洁，
一位以布为媒，展世间百态的民
间匠人。

妙“布”可言

7月 15日下午，记者来到路
桥区蓬街镇小伍份村，现场探访
了张秀洁的台州壹朵文化创意
工作室。

工作室坐落在古色古香的院
落中，四周摆放着大染缸，随风飘
动的蓝印花布仿佛承载着岁月的
痕迹。走进工作室，身着文艺风格
的服饰，头戴民族风饰品的张秀
洁正在忙碌。她向记者展示了她
的布贴画作品。“从构图、刻板、选

布、刷胶到制作、装裱，每一个步
骤都凝聚着心血。”

其中，一幅名为《琴棋书画
图》的巨幅作品格外引人注目。作
品以宋韵文化为题材，通过布贴
画的形式，展现宋人闲适的慢生
活理念。这幅作品曾在第 17届中
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
会暨 2023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上
荣获银奖。

布贴画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
形式，以布为原料，通过手工剪贴
而成，广泛流传于民间。

张秀洁自 2006 年嫁到金联
村后，便跟随婆婆梁菊妹学习布
艺技术。2012年，她创办了工作
室，并培养了首批布贴画手工爱
好者。至今，她已创作了 1000多
件布贴画作品，并研发了 100多
种蓝印花布产品。

传承印染工艺

如今，张秀洁不仅是路桥区
非遗项目布贴画的代表性传承
人，还承担了有着百年历史的路
桥普明染织技艺（蓝花布印染技
艺）的传承任务。

蓝印花布是台州传统工艺印
染品，一般分为蓝底白花和白底

蓝花两种形式。它色调清新、图案
淳朴、取材方便。路桥普明染织厂
曾以生产蓝印花布闻名，但随着
时代的变迁，蓝印花布逐渐淡出
人们的日常生活。

张秀洁对蓝印花布怀有深厚
的情感。蓝印花布的独特之处在
于其手工操作的浆纹、对比强烈
的蓝白两色、创意丰富的图案，能
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潜力。“我认
为传统技艺制作的蓝印花布的
蓝，是工业印染无法呈现的。”

在传承过程中，张秀洁也意
识到非遗文化所面临的困境。

“定格的艺术终究会消亡，只有
融于生活、融入时代，才能让这
一传统技艺在现代社会中焕发
新的光彩。”

共富谱新篇

采访当天，张秀洁正忙着向
蓬街新民村村民郑卫平传授蓝印
花布的传统手工技艺。多年来，
张秀洁致力于手工艺制作培训，
带动周边妇女通过手工艺实现
增收致富。

作为蓬街镇妇联兼职副主
席，张秀洁牵头打造了巾帼“家
门口”创业圈，组织创业导师团

向镇域妇女传授非遗技艺。至
今，已开展就业培训 2000 多人
次，带动 500多人实现家门口创
业就业，人均年收入增长显著。

张秀洁还通过电商直播，推
广非遗手工品牌“壹朵文创”，已
开展线上直播 80多场，线下体验
培训 3000多人次。此外，她与培
训机构、学校合作，举办“非遗”小
课堂，推广传统文化，并打造“非
遗”研学基地，接待了 5000多人
次的研学活动。“我将通过传承与
创新，让更多人感受到传统技艺
的美，并吸引年轻人爱上布贴画
和蓝印花布。”张秀洁说。

张秀洁：以布为媒，展世间风情

《台州古村印记》选登⑧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台传媒实习生陈昱希

民宿产业已成为台州旅游
的一张新名片，全市共有民宿
1200多家、等级民宿 95家。近年
来，台州以差异化发展理念引导
民宿产业发展，打造“住而有
品、住而有趣、住而有范”的特
色民宿。

上周，一场别开生面的浙韵
千宿“八个一”主题大赛·台州选
拔赛在黄岩区落幕。在“八个一”
的主题框架下，全市52家民宿主
人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特色与创
意，包括一个引人入胜的主题、
一个独具特色的主人标签、一个
精彩的民宿故事、一桌口味地道
的家宴、一场才艺丰富的展演、
一份文化味十足的伴手礼、一场
独具特色的活动，以及一组温馨
到位的服务记忆。每家民宿都成
为艺术与生活的交汇点，以其独
特的调性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
的游客。

民宿的韵味与故事

台州民宿的独特调性，更深
层次地根植于民宿主人的个性
与韵味中。此次浙韵千宿“八个
一”主题大赛·台州选拔赛，正是
以“有展示、有主人、有故事”为
亮点，为台州民宿产业搭建了一
个交流与展示的平台。

渔民后代潘海龙，放弃年薪
百万的高管职位，回到家乡石
塘，创建了民宿奢野一宅，通过
提供优质轻奢的住宿服务，实现
游客面朝大海、悠闲度假生活的
畅想。

望·福里民宿的诞生，则源
于三个上海女人对小众景点玉
环鸡山岛的一见倾心。她们在这
里演绎了现实版的“去有风的地
方”故事，将民宿打造成了一个
充满诗意和浪漫的空间，也为海
岛的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资深传统文化爱好者杜云
飞，选择在天台塔后村扎根，搭
建起国学主题的云庐民宿，为住
客提供怡然自乐的陶然之地。

本次大赛设置重磅奖项“浙
韵村风”全能奖，来自温岭石塘
的爱琴海民宿表现亮眼，获得全
能奖一等奖。

爱琴海民宿经过一对夫妻
的精心改造，从废弃石屋蜕变为
恬静舒适的海边度假胜地，常
年为游客提供一个亲近
自然的休憩之地。

民宿女主人黄
满芳介绍，“爱琴
海”自开业以来就
致力于提升品质
和形象。他们不仅
注重房间的布局和装
饰，更关注游客的居住体
验。民宿以爱情为主题，推出了
一系列增值服务，如草坪婚礼、

亲子研学活动等，以吸引更广
泛的客源。民宿紧跟“萌宠经
济”的潮流，配备了宠物友好的
设施和服务，为游客带来更贴
心的服务。

当住客告别一段旅程，还有
带得走的山海味道。“爱琴海”联
手非遗，推出了松门白鲞“想你”
系列休闲零食，还曾上榜第三届
乡村民宿伴手礼大赛获奖名单。
伴手礼包含小黄鱼酥、香酥脆
蟹、香酥带鱼等多款海鲜零食产
品，既体现了温岭的独特风味，
也满足了大众的高接受度。

目前，黄满芳在石塘共经营
三家精品民宿。“作为民宿主人，
我们必须超越仅提供住宿的传
统观念，深入挖掘民宿的吃、住、
玩等方面。”黄满芳认为，“民宿
的灵魂在于服务的温度，我们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住客提供
优质的情绪增值服务。”

创新引领风潮

开民宿的梦想固然美好，但
实际运营中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容
忽视。比如，民宿产业长期存在的
一个挑战，即配套业态的完善度
不足，特别是在餐饮和休闲服务
方面的供给显得相对薄弱，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民宿整体服务质
量和顾客体验的提升。

天台赏景农家乐
老板陈善会意识
到：“对于见多
识广的广大消

费者，

尤其是那
些 热 爱 生
活、追求品质

的年轻游客，仅
靠农家乐式的普通

装修揽客已经过时。”
赏景农家乐位于天台后岸

村，这是一个典型的民宿村，民
宿集群已发展成熟。要在众多民
宿中脱颖而出，必须走一条与众
不同的道路。于是，他们尝鲜体
验民宿个性化的住宿风格，农家
乐摇身变成婚嫁主题民宿。“大
赛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我们
后续会为游客提供更精彩的民
宿产品。”他说。

在民宿行业的竞争中，民宿
主题的独特性日益成为吸引游
客的关键因素。

来自温岭的风从海上来民
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
出，获得大赛“一个主题”一等奖
的。比赛现场，陈文辉身着一袭
白衣，手持大提琴，即兴演奏了
一曲《天空之城》，他通
过沉浸式的表演，
为评委们生动地
展现了这座海
边民宿的音乐
魅力。

为了让客
人随时都能感
受到音乐的魅力，
陈文辉聚集了热心
公益的音乐爱好者，定期举
办公益音乐会。“我们有青年心
理师林梦茜，会为民宿客人提供
颂钵疗愈。还有会唱歌的营养师
王艳芳将食物与音乐相结合，为

客人带来了别样的用餐体
验。这些都是我们民

宿的特色。”
另外，无问

西东的民宿主
人 罗 玉 琪 和
喜柿山谷民宿
主人方伟，则

以不同的方式展
现了他们的创意和

情怀。
作为老街新业态的拓荒者，

罗玉琪精心调整民宿的公共区
域功能，设置了餐饮、咖啡和公
共阅读区域，读书分享、茶会雅
集等文化主题活动也跟着开展
起来，为游客和书友提供了一方

精神乐园。“从2018年到现在，我
们共组织了100多场读书活动。”
2022年，该民宿获评“省级文化
主题民宿”。

办民宿这几年，罗玉琪能感
受到，住客对十里长街以及街上
的非遗技艺和百年老店都有浓
厚的兴趣。她首创非遗周边产
品，入围浙江省第三届“浙宿好
礼”乡村民宿伴手礼大赛，还开
展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古朴沉
静的十里长街景区，也因为他们
热闹了不少。

这次比赛，温岭精品民宿喜
柿山谷表现出色，特别是在“一
个特色活动”赛道获得高分。
2022年，喜柿山谷引进剧本杀新

业态，开发出两天一夜的
系列民宿产品，并设

置多个价位选择。
剧本杀以民宿为
背景，围绕花溪
村独特的人文
历史，游客在民
宿 管 家 的 带 领

下，展开一系列神
奇探险。

“想要吸引爱吃爱玩的
年轻消费者停留，必须把乡村游
的内容做得更丰富。”方伟介绍，
剧本杀主题民宿产品通过线上
平台宣传，就收获了上千万人次
的点击收看。

浙江省旅游民宿产业联合
会副会长、秘书长张兆蒙表示，
这次台州选拔赛，无论是全能型
选手的全方位展现，还是各自在

“八个一”主题赛道中做精做专
的民宿主人，都展现了极高的专
业素养与创新精神。

她也对台州民宿产业提出
了中肯的建议，“比如在‘一个主
题’评比环节，建议各位民宿主
人把产品内容做深做精，才能形
成独特的价值，进一步丰富民宿
的内涵与外延。再比如‘特色活
动’环节，民宿主人们策划主题
活动的时候，还要注重活动背后
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

解锁台州民宿新风尚
N种调性生成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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