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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允

1997年7月25日的《浙江日报》第九版，刊登了一
则报道《台州五凤楼古建筑群保存完好——中国建筑
史上的又一重大发现》。五凤楼位于台州市路桥区新
桥镇老屋里，于2005年3月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该报道提及，经专家鉴定，这种五凤楼形式的古
建筑为江南民居所独有，至今已实属罕见，是古建筑
中难得的艺术珍品。

新桥镇原属黄岩管辖，是浙东滨海地区的一个小
镇。这里地势平坦，河网密布，自然风光旖旎。晴川河
与新桥浦在此交汇，孕育了这片灵秀的土地。五凤楼
的创始人管新涵，在一次下乡收租时，被这里的秀美
风光深深吸引，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从黄岩外东浦
迁居至此，后人称其为“新桥管”。

五凤楼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50多年的
历史，从高处俯瞰，整个建筑群宛如一幅五凤朝阳
图，五凤楼因此得名。

五凤楼坐北朝南、气势恢宏。建筑采用穿斗式与
抬梁式混合结构，木石结构，椽楣瓦栊，均为二层，且
重檐歇山与悬山相结合。五凤楼的屋脊及转角处雕
刻着各种精美图案，其中屋脊上的“凤头”引人注目，
展翅欲飞、姿态优美。建筑内的木构件上，花卉人物、
飞禽走兽图案，还有青石柱础上雕刻的龙凤狮象及
沿海鱼、虾、蟹等图案，集中体现了民间技艺的高超
水平。建筑布局是“五井十五堂”的四合院式组合，进
与进之间屋檐相接、走廊相连，人在楼中廊下行走，
无论刮风下雨都畅行自如。

我家曾住在五凤楼的第三进西厢房，后院是一
个小巧精致的花园，栽种了茶花、桂花、文旦等植物，

还有爷爷精心打理的六盆兰花一字排开，香气袭人。
花园北面是厨房，前面是一片石板铺就的天井。夏日
里家人们常在此纳凉，冬日里则在此晒太阳、做针线
活，这里也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乐园。

花园外围以围墙与菜园相隔，围墙的西北角和
东北角各有一座带射击孔的炮台，据说是为防御太
平军而建，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抗击日军的坚固
堡垒。

五凤楼大门前，曾有一对精美的抱鼓石（曾遭破
坏）和石凳，两侧的旗杆（同样遭破坏）见证了往昔的
辉煌。据说，初到黄岩上任的县官都要到五凤楼拜
见，客骑在此下马，旗杆便是拴马之处。

五凤楼自被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路
桥当地开展了修缮加固工作。但由于资金不足，仅完
成了前两进的修复工作。而三进、四进的房屋因长期

无人居住和管理，已逐渐倒塌，后院杂草丛生，令人惋
惜。幸运的是，近年来，这项未完成的工程又再次启
动。我一直渴望再次踏上那片熟悉的土地，亲眼见证
五凤楼的蜕变。

去年，我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回到新桥老家，参观
了重建后的五凤楼。它依旧古色古香，室内陈设与家
族供奉的物件几乎原样保留，让人感叹建设者的匠心
独运。后花园经过绿化，更添了几分秀丽。那些曾为抗
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的炮台依然屹立不倒，仿佛在诉
说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

如今，随着全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我深感五凤
楼这一古建筑精品应被更多人所知。它不仅是历史的
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我衷心希望五凤楼能够
开发成为一处旅游景点，让更多人领略到其独特的魅
力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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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通讯员黄晓慧文/摄
8月 28日晚，由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

办的林冰萍琵琶·古筝师生音乐会在温岭大剧院奏
响。

据了解，林冰萍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浙
江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理事，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琵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浙江
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筝专业委会员常务理事。该演出
入选了本年度台州市文艺名家（名团）展演工程。

一

当晚的音乐会，在林冰萍工作室的精心策划下拉
开帷幕，工作室 75名师生同台献艺，以一曲古筝齐奏
《我和我的祖国》震撼开场。琴音如潮，瞬间点燃了现
场的热情。

随后，林冰萍的学生们轮番上阵，林幼杨、王建
挺、罗晨菡等人各自施展才华，演绎了《袖剑与铜甲金
戈》《万里无云》《绿·风之歌》《夜深沉》等民乐作品，涵
盖了琵琶与古筝的独奏、协奏及重奏，展现了青年民
乐手多元化的艺术风貌。演出还邀请了中国音乐学院
国乐系钢琴艺术指导计璐、打击乐手范潇元担任嘉
宾，为音乐会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在观众期待的掌声中，林冰萍携手计璐登台，共
同演绎一首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带领观众在音乐
中领略“春风拂槛露华浓”唐宫夜宴的景象。最后，工
作室全体师生与远道而来的琵琶演奏家骆蔚、连蓓，
共同合奏一曲《欢乐的日子》，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圆满
结束。

二

这台音乐会，也让大众关注到林冰萍，这位民乐
人默默耕耘多年赢得的桃李芬芳景象。

“她是一位引领学子进入高等音乐学府的多产
者，2012年后，几乎每年有学子考中的喜讯，实属不可
多得。这场师生音乐会见证了她的初心、恒心和匠
心。”演出结束后，同样致力于基层琵琶教学的温岭市
文化馆原副馆长郑寄荃在朋友圈赞叹。

8月31日，林冰萍在其工作室接受了笔者访问，分
享她从艺30多年来开展琵琶、古筝教学的苦与乐，“在
追求艺术的道路上，我一直坚信每一份坚持和努力都
不会被辜负。”

林冰萍的琵琶情缘始于温岭这片充满文艺气息
的土地。自幼年起，她便在原温岭县越剧团乐手连蓓
的悉心启蒙下，初识琵琶之美，种下了热爱民族乐器
的种子。随着年岁渐长，她有幸追随国家一级演奏员
骆介礼（现任浙江省民乐学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会长），
在骆先生的精心指导下，琴艺日益精进。学成之后，林
冰萍参加工作，先后加入黄岩越剧团与温岭越剧团，
成为乐团乐队中的一名琵琶演奏员，将其所学倾注于
舞台实践之中。

1992年，林冰萍开始在业余时间教人弹琵琶，并
凭借优秀的琴艺、耐心的教学态度，逐渐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爱好者慕名而来。学生数量从最初的寥寥数
人，逐渐增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群体。随着教学
经验的积累，她正式走上了职业民乐教学之路。

与此同时，林冰萍并未停止自我提升的脚步。在
深入钻研琵琶艺术的同时，她还自学了古筝这一传统
民族乐器。古筝的加入，不仅让林冰萍的音乐世界更
加丰富多彩，也让她在民乐教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林冰萍善于学习和钻研，在琵琶和古筝的教学上
精益求精，多年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特别是对于五六岁的小朋友，她会设计各种有趣的音
乐游戏，吸引孩子逐渐对乐器产生浓厚兴趣。她以严
谨、热情的教学态度，培育了一批批民乐好苗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林冰萍的悉心指导下，先后
有二十多名学生以优异的专业成绩，考入国内顶尖音
乐院校深造。“王碧暄被中国音乐学院列入拔尖人才
培养计划，已在北京、温岭成功举办了两场个人古筝
专场音乐会……”采访过程中，林冰萍为笔者介绍起
她的那些优秀的学生，不仅在专业领域内出类拔萃，
文化课成绩也同样优异，这让她作为他们的启蒙老师
而深感自豪与欣慰。

三

在长达30余载的艺术与教育生涯中，林冰萍不仅
深耕于琵琶与古筝的教学领域，更积极活跃在艺术舞
台上。她参与过台州举办的多场重大演奏音乐会，还
多次受邀随队赴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进行音
乐交流和演出。

作为温岭市林冰萍乐器名家工作室的领衔人，林
冰萍不仅个人技艺超群，更致力于提升整个团队的
艺术水准。她常常率领工作室成员参与琴艺交流与
学习活动，通过切磋琢磨，共同促进民乐艺术的传承
与发展。

此外，林冰萍还积极投身公益，担任温岭市文化
馆“书香机关”艺术培训的琵琶教师，以及在多所中小
学负责民乐排练指导工作，每一次教学现场，她都用
专业与热情点燃大众对民乐的热爱。她更是携手工作
室成员，将公益演出带入学校、残疾人托养机构等地，
用音乐传递温暖与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民乐艺术的
魅力与力量。

林冰萍林冰萍：：从艺三十余载从艺三十余载
桃李绽芳华桃李绽芳华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文／摄

在长达十余载的光影之旅中，中
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台州市摄影家协
会副主席王小红，以镜头为笔，光影
为墨，深情地勾勒出心灵故乡的图
景，定格了潮涌灵江的壮阔、水墨东
湖的柔美，以及诗意巾山的古韵。她
不仅是一位记录者，更是那些即将成
为过往风景的守护者，她用影像的力
量，让一份份美好得以永恒。

摄影展开展

8月 29日上午，“一山一水一座
城”——台州府城影像王小红摄影作
品展在台州市当代美术馆开展，该展
览是临海市文化精品扶持项目之一。

临海是王小红的老家，这座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风景秀丽，古迹众
多。生于斯长于斯的她，对这座古城
充满了深厚的情感。多年来，她一直
把镜头对准了身边这块熟悉土地上
的人和风景，通过摄影，她找到了与
故乡对话的切口。

“我们在
1000 多

件
初 选 作
品 中 精 选 了
100余件，通过此次展览集体呈现。
从潮起灵江、巾山诗行、江南长城、东
湖揽胜、府城人家五个板块，多方位、
多角度地呈现台州府城影像，使观
众可以深刻感受到府城厚重的文化
底蕴，以及温暖的时光印记。”王小
红说。

王小红的作品《门的系列》，富有
人生哲理。每一扇古色古香的门，都
被她巧妙地安置于人们怀念的旧物
之列，唤醒了观者内心深处对往昔岁
月的温柔记忆。在她的镜头下，门，还
是一个具有抽象和具体两层含义的
哲学命题，留给人们去推敲和思考。

还有她的《古井的系列》，把井
拼成回忆，那种亲切感和岁月无声
的痕迹，唤起好多人的共同记忆。市
民李玲说：“我们那个年代，有井的
地方，就有家园，有人家的地方，一
定会有井。”

摄影画册问世

王小红以镜头捕捉了灵江的潮
汐更迭、巾山的自然与人文景致、府
城居民的平凡日常、古长城的四季更
迭及东湖的四季变换，汇编成《一山
一水一座城》摄影画册。她的作品记
录了临海的独特风貌。

巾山，历经千年风霜，其多样风
貌在王小红的数十件作品中展现得
淋漓尽致。从朝气蓬勃到沉稳静谧，

巾山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守护着这座
古城。

东湖之美，则在王小红的镜头下
更加细腻动人。她追随唐诗意境，曾
数十次到东湖观察取材，融合光影艺
术与个人感悟，创作出既具山水画意

又含文人诗境的作品，颇具个人
独特风格。

灵江，作为台州人
民的情感纽带，其波
光涛影在王小红的
镜头下被赋予了更

深
层 次
的情感与意
义，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未来的
希望。

台州府城墙，这一历史悠久的文
化地标，在王小红的镜头下更显壮
丽。它依山傍水，与自然和谐共生，见
证了千年的沧桑巨变，也映照出临海
城的独特魅力。“王小红不断追求自
己的影像表达方式，探索在传统与当

代之间，努力寻找一种既不失东方美
学，又能融入当代审美情趣的艺术呈
现。”台州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孙敏
评价。

记录诗画临海

摄影，对王小红而言，是一场永
无止境的探索之旅。她遍访台州府
城，用镜头尽力捕捉家乡的每一寸风
光与温情。

为捕捉东湖湖畔那棵枫树四季
更迭的美，她前前后后拍了多次，从
枫叶刚泛黄，直至落叶缤纷。有一天
晩上刮大风，她急匆匆抓起相机赶赴
现场，只为这满地的“黄金叶”欣喜，
抓拍下了多张精美的图片。

王小红还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

了临海这座江南府城在雪中的独特
韵味与美丽，雪花纷飞中，府城被装
扮得银装素裹，每一处景致都仿佛被
赋予了新的生命。

10年前的那个下雪天，晨曦初
露，家住东湖边的她，就着急地赶往
揽胜门。她与几位摄友带上三脚架、
背着摄影器材，一步步地往上爬。

“我们爬了 198 级台阶，先到顾景
楼，再上白云楼，之后踩着积雪从城
隍庙下来，一路上真是累得够呛。”
王小红至今难忘那天的经历，那份
在寒冷与疲惫中的坚持，和最终收
获的美景喜悦，都成为了她摄影

生涯中宝贵的记忆。
去年寒冬，临海再次迎

来难得一见的下雪天，当
时她腰部受伤，但为了拍
摄东湖与巾山的雪景，仍
坚持系上护腰驱车前
往。拍摄完回家后，她才
发现全身都是湿漉漉的。

为了捕捉农历八月十
六潮水与巾山交织的壮丽瞬

间，王小红年复一年，从未缺席
与这场大自然的约定。当滔滔江水

如万马奔腾般逆流而上时，她紧按快
门，心中满是对自然奇观的敬畏。

照片承载着故事，此次王小红摄
影作品展不仅是光影的记录，更是对
台州府城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生
动触摸。

王小红：用光影礼赞水韵江南

文化眼

台州市名家（名团）展演工程

名家林冰萍

琵琶合奏琵琶合奏《《欢乐的日子欢乐的日子》》

琶琶协奏曲琶琶协奏曲《《云想花想云想花想》。》。人物人物（（右右））为林冰萍为林冰萍

古筝齐奏《我和我的祖国》 古筝协奏曲《如是》

《《长城雪景图长城雪景图》》

《水墨东湖》

《诗意巾山》

作品图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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