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文／摄

金秋时节，台州书画院迎来了一场温馨而深刻的
展览——“织光·寻迹”叶婷婷摄影艺术展。该展览属
于 2024年度台州市文艺名家（名团）展演工程入选项
目之一。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叶婷婷，这位以光线为笔、相
机为诗的80后摄影艺术家，通过光影艺术展现了台州的
自然美景与人文风情，同时深情地传达了她对这片土地
无尽的热爱与眷恋。

一

这场摄影艺术展精选了叶婷婷多年来精心创作的
近百幅作品，每一幅都是她对生活细腻感悟的结晶。

对于作者叶婷婷而言，“织光·寻迹”不仅是展览的
主题，更是她对摄影艺术的一种理解与追求。摄影师用
镜头，捕捉生活中那些平凡却又动人的瞬间，用光影讲
述着关于爱、成长与告别的故事。“希望通过这次摄影
展，让观众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与温度，同时也启发更
多人用镜头去发现并记录自己的故事。”叶婷婷说。

在这场展览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离歌》系列作
品。这组巨幅作品是叶婷婷用长达 12年的时间，以自己
家庭为蓝本创作的。这组作品由“短暂的亲密”“成人世
界的影子”“走出童年”和“终将离别”等章节构成；它像
一部细腻的叙事诗，记录了从女儿们的童年欢笑到青春
成长的点点滴滴，也展示了母女之间复杂而深刻的情感
纽带。

随着展览的深入，观众仿佛跟着叶婷婷一起，经历
了一场关于生命、爱与成长的旅行。在感叹时间流逝的
同时，也更加珍惜眼前人与事。

二

在展厅的另一角，《胡同花卉图鉴》静静地诉说着叶
婷婷与民俗文化的邂逅。这一系列作品，是她从日常生
活的细微处发掘的乐趣。叶婷婷巧妙地将镜头对准了藏
在街巷里晾晒的衣物，那些衣物上五彩斑斓、形态各异
的花卉图案，成了她镜头下的主角。

她通过这些图案，展现了生活的多彩与文化的深
厚。每一件衣物，都像是一幅幅生动的民俗画，讲述着居
民的生活故事、审美偏好乃至时代变迁。叶婷婷用镜头
放大了这些日常细节，让观众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社会信
息与时代精神。她说：“这些晾晒在阳光下的花卉图案，

是生活的艺术，也是时代的印记。”
随着创作的深入，叶婷婷的思绪跨越千山万水，最

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台州。系列摄影《山海寻
迹》记录叶婷婷携女儿，重返老家温岭石塘镇海滨村的
旅途见闻。

这些作品不仅是对自然风光的记录，更是她心灵的

回归与自我认同的探索。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她重新
发现了童年的记忆与家族的足迹，感受到了故乡独有的
韵味与风情。

三

80后叶婷婷是土生土长的温岭人。对故乡的热爱，
让她产生用镜头记录大美台州的想法。

自2010年起，叶婷婷利用业余时间深入温岭的大街
小巷，她的镜头广泛聚焦于城镇与乡村的风貌、家庭与
亲子关系等创作主题。这位摄影师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
敏感，捕捉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用独特的艺术语言将
它们编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

近年来，叶婷婷的作品《亲密家庭》《离歌》《胡同花
卉图鉴》《她、她》《你的样子》《小微企业群英谱》等多次
入选国内各大摄影节。她还入选中国摄影家协会新时代
中青年摄影人才培养计划、第四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潜
力摄影新人、浙江省 2017年造型艺术（摄影）“新峰计
划”。

此次作品展得到业内专家的高度评价。浙江省摄影
家协会主席王小川评价：“叶婷婷追求光影，善于思考，
创作勤奋。此次展出的作品是她近年创作的新作，呈现
了她力求用影像这种方式，来表现心中的美好家园。”

“织光·寻迹”叶婷婷摄影艺术展开展

光影寻迹台州，镜头讲述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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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旅游时，挑选一件既能彰
显地域特色又贴近日常生活、同时
富含创意的旅游商品，是受广大游
客青睐的选择。

近日，2024“浙派好礼”文创产
品和旅游商品评选结果正式揭晓，
台州“好礼”收获满满。从蕴含地方
风情的旅游商品，到非遗文化焕发
新生的创意衍生品，再到融合现代
科技元素的创意商品……在台州，
有颜、有料、有内涵的文创产品和
旅游商品还真不少。

参选热情高涨

今年的“浙派好礼”评选设置
了科技生活、特产生活、“浙派好
礼”三大板块。其中，“浙派好礼”板

块又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
类、文博文创产品类、其他类三个
赛道。

最终，台州共有多件文创产
品、旅游商品获奖，获金奖 5个、银
奖6个、铜奖15个。

其中，特产生活板块获奖有 12
款：姜汤速食面（路桥）、仙子红茶
（三门）、外婆桥休闲零食大礼包
（温岭）、玉环文旦汁（玉环）获金
奖；松门白鲞国潮休闲零食系列
（温岭）获银奖；谢杨贡姜伴手礼盒
（椒江）、桔柚汁（三门）、烤虾（三
门）、济公家浙里烧（天台）、杨梅气
泡米露（仙居）、情绪系列紫苏杨梅
汁（仙居）、仙居鸡（成品鸡）（仙居）
获铜奖。

科技生活板块得奖的商品有 1
款：路桥的“恩达”马里奥公路车获
铜奖。

另外，“浙派好礼”非物质文化
遗产文创产品类有 5款：龙凤台灯
（仙居）获金奖；久旺星海系列纸编
帽（温岭）、和合二仙马面裙（天台）
获银奖；乌药铁皮石斛人参颗粒
（天台）、爵绣瑞玉系列刺绣（三门）
获铜奖。

“浙派好礼”文博文创产品类
有 2款：路桥区博物馆的三星祈福
办公桌垫以及临海市博物馆的仿
梅浦窑青瓷套装，分别获银、铜奖。

“浙派好礼”其他类有 6款：台
州味·绒趣食光贰（黄岩）、弹弹棋
（临海）获银奖，花园水管（天台）、
YJ-137电动车头盔（温岭）、爸爸总
动员系列儿童旅游鞋（温岭）、太阳
能音乐风铃（温岭）获铜奖。

这些获奖的台州作品中，不乏
文化创意产品兼具艺术性和实用

性等特征，旅游商品则适应现代生
活需要、符合市场消费需求。

多位台州非遗传承人踊跃参
与赛事，或是体现匠心技艺，或是
专注包装技巧，为非遗文创注入浓
郁的地方色彩。如久旺星海系列纸
编帽，运用传统的温岭草编技艺，
外观展现温岭海洋元素。

台州多家文博场馆也开始深
耕文创产业，路桥区博物馆的三星
祈福办公桌垫以及临海市博物馆
的仿梅浦窑青瓷套装，通过意化馆
藏文物的造型，将传统文化解读得
更有创意。

此次获奖的名单中，不乏熟悉
的老面孔。来自路桥的台州火焱工
业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机器人投
影仪等旅游商品，曾入选 2023“浙
派好礼”评选。今年，其新产品“律
能量陀螺”再次入选“浙派好礼”。

这款解压玩具结合传统文化、AI算
法等亮点，一如既往地贯彻创新
性、实用性的设计理念。

近年来，台州各地结合本地物
产，走出一条“既要卖风景，又要卖
产品”的新路子，展销特色农旅产
品等。文旦汁、杨梅气泡米露……
越来越多具有实用性的台州农旅
商品正走进游客视野。

研发故事也精彩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这些台州
获奖产品的研发故事也同样精彩。

由天台推送的“和合共生”马
面裙，凭借其独特的设计理念和深
厚文化底蕴，获得此次“浙派好礼”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类银奖。

马面裙的领衔设计师 80后许
英是一位资深汉服爱好者。她在天
台创立了汉服品牌，希望让汉服走
向日常生活。

“和合共生”马面裙的设计，从
选材到图案，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
对和合文化的生动阐述。裙面采用
马面裙织金工艺，上面织满了象征
和合元素的荷花、非遗一根藤榫卯
等代表天台传统文化元素的图样。

“我卖的不只是一条裙子，而是想
把传统文化融入到汉服设计中。”
许英说。

许英还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她
研发的文创产品除了马面裙，还有
香薰饰品，将缠花非遗工艺、天台
山文化精髓融合，进一步丰富了传
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形式。“我相信，
这样的创新不仅能够吸引更多年
轻人的关注与喜爱，还能让传统文
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与

活力。”
在台州，不仅有传统文化的创

新表达，还有工艺礼品企业的跨界
尝试。来自黄岩的好彩（浙江）文创
有限公司推送台州味·绒趣食光在

“浙派好礼”评选中脱颖而出，获得
其他类银奖。

该公司设计师小叶将台州糯
叽叽美食进行创意转换成毛绒玩
具。“富有创意与文化底蕴的旅游
商品，不仅是生活的点缀，更是文
化的传承与分享。”小叶介绍，台州
味·绒趣食光主题玩具即将在公司
网店上架销售。

小小一碗姜汤面，也能“嗦”出
大产业。获得本次“浙派好礼”评选
特产生活板块金奖的速食姜汤面，
就展现出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受到螺蛳粉产业化模式的启
发，80后路桥乡村创客章峰于2022
年创立了“姜有你”品牌。通过近一

年的研发，其团队成功实现台州传
统姜汤面速食化。

速食姜汤面产品不仅保留了
路桥传统姜汤面的醇厚风味，还通
过航天食品中的低温干燥技术，仅
需开水冲泡三分钟，即可享受如同
堂食般的醇厚口感，极大地方便了
消费者的食用体验。“未来，我们希
望走姜汤面产业化的道路，让更多
食客品味到这道台州名小吃醇厚
的风味和美食文化。”

章峰表示，随着近年来文创产
品与旅游商品展示平台的日益丰
富，姜汤速食面也迎来了更广阔的
舞台。它已在 2023华夏奖·海峡两
岸非遗文创设计大赛、2023浙江省
创意设计协会文化创意与设计产
业年度推选等设计大赛中脱颖而
出。目前，这款速食面已成功入驻
椒江大陈岛、路桥十里长街等台州
知名景区的展销平台，不仅丰富了

旅游商品的选择，更为当地旅游经
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效拓
宽了销售渠道。

因为一份好礼，惦念一座城
市。作为“带得走的文化”，近年来，
城市好礼正成为连接城市与游客
之间的重要桥梁。

此次入选 2024“浙派好礼”评
选名单的各类商品，是台州文创产
业对本土文化的挖掘与创新利用
的缩影。近年来，台州深挖文化资
源，加强旅游、文创产品研发，鼓励
各类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等开展
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培育形成一批
台州“好礼”，充分展示了我市文化
创意产业的强劲实力。

有颜、有料、有内涵

台州多件好物入选
2024“浙派好礼”

台传媒通讯员周 欢

近日，浙江省非国有博物馆办展经验交流座谈会在
临海市博物馆举办。大馆如何带动小馆，区县博物馆和在
地非国有博物馆如何进行“梦幻联动”，这是此次座谈会
的主要研讨内容。

现场，浙江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浙江自然博物院院长
严洪明以《博物馆为啥这么“热”》为题，分享了博物馆发展现
状、博物馆“热”原因分析、如何拓展新业态等内容。温州博物
馆馆长董姝分享了“温州模式”的乡村博物馆发展以及非国
有博物馆的发展路径。温州青灯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张金成
分享了自己的办馆心得、办展经验、活动开展等。

“博物馆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严洪明表示，展览
作为博物馆服务的主要载体，是博物馆综合实力和行业竞
争力的体现，也是博物馆最大的文化产品，“对于非国有博
物馆来说，建设需要更多的精力和保障，希望此次活动，各
馆之间能互相交流，促进共同发展”。

临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晟表示，非国有博物馆
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办展工作更需要国
有博物馆与非国有博物馆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会后，与会代表考察了华夏一双筷子博物馆、临海市
珈源钟表科普博物馆、梅浦窑展示馆等，了解临海市非国
有博物馆建设情况并作进一步交流。

浙江省非国有博物馆办展经验交流座谈会在临海举办

大馆与小馆，如何“梦幻联动”？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近日，吴子熊玻璃雕刻的第三代传人吴岳，
携其力作《九龙盘》，远赴享有“玻璃艺术之
都”美誉的意大利威尼斯，参加 9月 14日至
22日举行的第八届威尼斯国际玻璃周。

威尼斯国际玻璃周作为玻璃艺术界
的盛事，自 2017年创办以来一直备受关
注。此次盛会不仅汇聚了全球顶尖的玻璃
艺术家，还特别设立了“35岁以下青年艺
术家特别单元”，以发掘和支持年轻一代的
才华。吴岳是该单元中唯一入选的中国籍艺
术家。

《九龙盘》由吴岳精心雕琢，作品重达 12公
斤。“传统题材《九龙盘》，大多是用瓷器做的，这次我
挑战用水晶材料呈现。”在这件作品中，吴岳巧妙地再现了

“九龙聚空”的壮观场景，九条龙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尤其

是中央悬浮的巨龙，其龙体与龙鳞的刻画采用了通透
的雕刻手法，使得整件作品充满了视觉冲击力与生

命力。
台州玻璃雕刻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全国工艺美术中独树一帜。其中一脉是吴
子熊大师代表的祖孙三代传承人。

95后吴岳自小便展现出对玻璃雕刻
的浓厚兴趣与天赋。从 8岁开始，他便跟
随祖父吴子熊和父亲吴刚学习技艺，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15岁时，他更是远赴法国
留学深造，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艺术视野
与创作思路。

如今，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吴岳不断尝试
与创新，致力于将中国传统玻雕艺术与现代西

方艺术相融合，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到这门古老
而又充满魅力的艺术形式。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台州玻雕《九龙盘》亮相威尼斯国际玻璃周

台传媒通讯员何家欢

日前，“对月当歌·诗词吟诵
会”活动在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村
文化礼堂举行。方林村诗歌班和月
河吟社的诗词爱好者，以及海外友
人齐聚一堂，共度中秋佳节。

在省级文化特派员刘传友的
引领下，方林村诗歌班的成员们分
享了自己在诗歌班里的收获。随

后，月河吟社的诗词爱好者和来自
孟加拉国的台州学院留学生朗诵
了一首首蕴含着优美意境的诗歌。
活动现场，大家还以“月”和“圆”
为题行起了飞花令，并与柬埔寨
海外驿站连线，在视频中互道“中
秋快乐”。

“此次活动不仅为路南街道居
民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还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

化自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路
南街道宣传委员陈欣介绍，未来，
街道将继续举办更多类似的文化
活动。

近年来，路南街道持续推动
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群众，依
托文化特派员“摸需求”“送服务”

“种文化”“立品牌”，因地制宜激
活乡村文化，让老百姓的文化生
活更加丰富。

对月当歌，中秋味儿浓

台州市名家（名团）展演工程

速食姜汤面速食姜汤面台州味台州味··绒趣食光绒趣食光桔柚汁桔柚汁

““和合共生和合共生””马面裙马面裙

《《离歌离歌··花墙花墙》》 《《山海寻迹山海寻迹··礁山礁山》》

展览现场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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