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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文
杨 辉/摄

乙巳蛇年的第一轮圆月升起，
2025台州“百场文艺闹新春”活动也
迎来了璀璨高潮。台州大地披上节庆
的盛装，以一场场融合传统韵味与现
代风尚的活动，让市民和游客们共赴
了一场饱含年味的文化盛宴。

多彩活动齐登场

灯火阑珊处，元宵佳节至。不少
台州人选择与亲友结伴出门，共赏
明月、观灯猜谜，为辞旧迎新酝酿美
好开端。

今年元宵节，台州“家门口”的
文化场馆成为热门去处。

2 月 11 日（农历正月十四）上
午，记者来到了仙居县图书馆。一群
小朋友正围着仙居剪纸艺人张伟萍
制作喜庆的窗花作品。在这里，市民
们能亲身体验仙居花灯和稻草画的
制作过程，并参观仙居花灯节展览。

“今年年初，仙居县图书馆新馆对外
开放。为了回馈广大读者，我们以书
香为底色，将馆藏资源、非遗技艺与
节庆民俗巧妙相融，奉上一场兼具
书香底蕴与节庆氛围的元宵盛会。”
仙居县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

此外，在台州各地文化场馆组
织的元宵主题活动中，猜灯谜、手工
制作花灯、元宵祈福等传统趣味活
动轮番亮相，许多地方还提供糟羹、
山粉糊、汤圆等台州元宵节特色美
食，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体验。

台州的多条老街也成了“人气
担当”。临海的台州府城文化旅游
区、椒江的章安老街和葭沚老街、路
桥十里长街、天台赭溪老街等，整合
优质文旅资源，集结成一场场有声
有色的庆元宵活动嘉年华。

正月十四闹元宵是临海的特
色。2月11日，台州府城景区开启了
府城元宵嘉年华。

夜幕降临，府城街头巷尾张灯结
彩，市民群众在大田板龙巡游、细吹
亭、戚家军、黄沙狮子表演等民俗活
动，以及灯谜会、花灯秀、国潮市集等
潮流活动中，尽情感受浓浓的年味。

不少市民身着汉服，手提灯笼，
感受了一次“古今穿越”。汉服爱好
者小郑特地约上好友，在古城留下

了一组组氛围感大片。“穿着传统服
饰过传统节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事情。”她说。

正月十五元宵夜，路桥十里长
街满是欢喜的年味场景。整条街区
华灯璀璨、人潮涌动。现场不仅有
传统的民俗表演、非遗展示，还有
花船演绎等沉浸式演出，将传统和
现代完美融合。全场瞩目的焦点，
是盒子灯表演：硕大的盒子灯高悬
半空，随着引线的点燃，花灯一层
层燃放展开，整个过程惊喜连连。

同一片夜空下，椒江的章安老
街和葭沚老街，纷纷上演民俗活动、
非遗技艺展示等拿手好戏，天台赭
溪老街更是化为“火树银花不夜
天”，点亮了节日的夜晚。

古街元宵游，市民游客除了和
花灯秀、特色活动“撞个满怀”，还会
被酷炫的AR科技“惊掉下巴”，各种
可以参与演绎、互动、品味的新体验
让游客沉浸其中。

璀璨光影话传承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正
月十四至十五间，台州各地“上架”
元宵灯会，市民们游走在璀璨灯海
中，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

千千万万盏花灯背后，不仅是
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祈愿，也展现了
花灯技艺和工匠智慧。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仙居花
灯是台州花灯艺术品的“顶流”。灯
身无骨，灯面图案全由刀凿针刺成
孔，制作极其费时，但又极其精致。
仙居花灯作为仙居对外交往的亮丽
名片，在世界舞台闪耀东方韵味。

每逢元宵节，仙居县就将花灯
竞彩的年俗发扬光大。今年，仙居
花灯节、2025 仙居千年非遗花灯
会，更是奉上一场场传统花灯艺术
盛宴。

特别是仙居花灯节，集合了方
荷玉、余月华、陈建伟等多位仙居花
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及仙居县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设计制作的作
品，在这些绚丽多姿的灯彩中，还有
不少是登上蛇年春晚等重大场合的
花灯“同款”，让观众能近距离感受
其刀凿针刺、灯身无骨的技艺特点。

在仙居花灯节展览现场，展厅中
伫立的一盏巨型花灯，高达1.2米，是
由仙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陈
建伟花了半年多时间创作而成。他介
绍，花灯结合花篮灯、魁头灯两种灯
型，由100多个灯片组成，上面针刺了
和合二仙、鲤鱼跃龙门、桂花等数十

个纹样，整个花灯充满了浓厚的文化
底蕴与生动的艺术气息。

此外，方荷玉、余月华分别设计
制作的两盏大型古亭灯，也吸引了
不少市民纷纷掏出手机拍照打卡。

由余月华创作的灯组《花灯梦·
非遗梦》，上面装饰了多盏样式不
同、花纹繁复的花灯，作者还创新设
计了灯架，让灯组以走马灯的形式
呈现，更突出流光溢彩、耳目一新的
视觉享受。

据悉，这盏匠心独运的灯组历
经一年多才完成，曾获得浙江省首
届工艺美术创新创意设计作品展传
统组金奖。“希望通过这盏花灯，传
达出对新的一年顺顺利利、风调雨
顺的美好祝愿。”余月华说。

为了重拾人们儿时的花灯记
忆，台州府城特别策划了一场毛兔
灯非遗展览活动。

展览还设置体验环节，市民们
在手艺人蔡阳松的指导下，依照传
统工艺制作出一盏盏栩栩如生的毛
兔灯。华灯初上，孩子们拉着自己亲
手制作的毛兔灯，在古街上欢快奔
跑，那通体透亮的毛兔灯成为夜色
中最温馨的风景线。

多彩民俗迎佳节

首个“非遗版”春节遇到山海台
州，会如何擦出火花？乡村民俗无疑
是年俗文化盛宴中的一道“硬菜”。
元宵节前后，全市涌现多场巡游活
动——临海的大石车灯戏、玉环的
坎门花龙和泥鳅龙舞、天台的状元
游街和迎财神、仙居的九狮图和安
山板凳龙、三门的亭旁板龙等，让每
位观众都能深刻感受到台州民俗的
红火热烈与绚丽多彩。

2月 10日至 11日，2025元宵主
题活动在天台赭溪老街热闹开演。活
动以市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传统民
俗、民间歌舞等融入群众生活。伴随
着锣鼓队鸣锣开道，“状元游街”的队
伍缓缓向市民走来，文武状元骑着高
头大马，还有彩旗飘扬、舞狮舞龙等，
都是天台民间喜庆必上的节目，吸引
了众多市民驻足围观，一睹这传承了
两百多年历史的文化盛景。

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值此
佳节，台州各地也紧锣密鼓地策划
了一系列非遗民俗展演活动，让市
民游客可实地领略非遗“见人、见
物、见生活”的独特魅力。

正月十四下午，仙居县图书馆上
演了一场别具一格的九狮图表演。在
欢快热烈的鼓声中，九只大小各异的
狮子凌空起舞，令人目不暇接。

神秘的表演绝技令观众惊叹不
已。现场，九个金狮被装饰在高达
3.8米的操作架上，由幕后的十多位
女性拉动数条长长的纤绳操控舞狮
动作。九狮图也被称为“线狮”，已成
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目前，这项传统狮子舞主要活跃
于仙居朱溪镇朱溪村一带，该村的
朱三福、朱天何是九狮图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师徒俩不仅掌握了九狮
图的表演技艺，还致力于操作架的
制作与改进。

朱天何告诉记者：“‘节日到，九
狮跳’。九狮图是我们仙居的文化瑰
宝，希望通过这次表演让更多的人
了解和喜爱这项传统艺术。”

正月十五傍晚，仙居县溪港乡
安山村的板凳龙巡游迎来了新春的
压轴表演——“下灯仪式”。现场，板
凳龙手艺人吕汝强高举龙珠走在前
列，带领这条巨龙前行。舞龙队的成
员们扛着栩栩如生的板凳龙在村子
里穿梭绕行，长龙应和着鼓点翻腾
盘旋，场面十分壮观。

溪港乡文化指导员吕前展介
绍，今年，吕汝强制作的板凳龙通体
全长360多米，需要400多位村民参
与舞龙。“板凳龙新春巡游会贯穿整
个春节，一般在元宵节完成下灯仪
式。仪式结束后，村民会争抢龙头的
胡须，寓意年年有好兆头。”

吕前展告诉记者，今年春节，
安山村开展了 8场板凳龙巡游，走
村入巷为村民送去新春的祝福，乡
里还开展了现场直播，每场都吸引
了线上观众 4000至 5000人次。“这
一传统习俗也成为溪港乡文旅宣
传的一大特色。春节期间，有大量
游客慕名而来观赏板凳龙。”吕前
展说。

太精彩了！台州各地花式闹元宵

““百场文艺闹新春百场文艺闹新春””迎来华彩终章迎来华彩终章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文 杨 辉/摄
紫阳街，因宋代道教南宗始祖“紫

阳真人”张伯端而得名，是台州府城历
史上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也是目前国内
保存较为完整的一条历史街区。

这条古街的故事，始于唐风遗韵，
至宋代而盛极一时，里坊制的古朴布局
穿越千年，至今依旧诉说着往昔的辉
煌。昔日，这里商贾云集，酒肆茶楼与手
工艺作坊比肩而立，南北商船不仅运来
琳琅满目的货物，更携带着五彩斑斓的
文化交流，编织出一幅幅生动多元的历
史画卷。

时光荏苒，紫阳街并未在历史的洪
流中黯然失色。如今，它以一种更开放包
容的姿态，积极融入科技与产业的浪潮
之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交融。

新兴业态，为老街注入活力

2月 9日下午，大书场茶局内，不时
传出阵阵欢笑声。步入茶局仿佛穿越时
空，来到了上世纪的老茶馆。台上说书人
正绘声绘色地讲述台州府城的趣闻，台
下市民与游客围坐一堂，品着地道的羊
岩勾青、
绿壳红
茶 ，

看
得津津
有味 ，不
时拍手叫好。

椒江的周先生一家被这热闹氛围
吸引而来，称赞道：“既能歇脚又能喝茶
看演出，疲惫都消失了。这里就像电视
里看到的老茶馆，氛围特别好。”

大书场茶局负责人安伟介绍，自大
年初一开业以来，前来喝茶看演出的游
客就络绎不绝。“我们的演出也从一开
始的一天5场增加到现在一天10场，后
面考虑继续增加场次。”

据介绍，茶局里的演出类型多样，
包括民乐、舞蹈、评书、情景剧、相声等。
其中，《府城趣闻》《台州府城志》《自清，
请喝茶》等高人气节目，将台州府城的
历史典故、风土人情融入精彩的段子
中，让观众在欢笑中领略到了台州府城
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历史底蕴。

走出茶局，还可以打卡另一个热门
目的地——非遗台州馆。这座集展示、销
售、手作互动三大功能区于一体的展馆，
荟萃精美的台州刺绣、临海漆艺，传统的
彩石镶嵌、翻簧竹雕等非遗作品。游客们

不仅可以近距离欣赏这些艺术品，还能将非遗文创购买
回家。非遗台州馆店长郑筠达表示，店里的非遗文创很受
游客欢迎，“特别是稻草画和转运珠，购买的游客很多。”

“没想到稻草能作画，还做得这么精美。”江苏游客
钟先生对稻草画书签爱不释手。采用天台山干漆夹苎技
艺制作而成的转运珠则备受年轻游客的欢迎，“将非遗
戴在手上感觉十分酷，希望可以带来好运。”来自临海的
大学生陈嘉说。

近年来，紫阳街以业态为根本，积极拥抱新潮。目

前，有超过200家各类文旅业态的商家入驻老街，包括精
品民宿、时尚咖啡馆、创意市集等。这些现代商铺不仅满
足了游客们的多元化需求，更为紫阳街带来了时尚、前
卫的气息。

科技助力，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夜幕下的紫阳街，沸腾的烟火
气与静谧的松弛感完美相融。

晚上9点，位于紫阳街南端的兴善门的城墙上，一场
以 3D Mapping技术与AR技术为核心的台州府城光影
秀，引来众多游客拍照打卡。

光影丛林间，灵鹿踏光而来，步步生花，尉迟恭寻迹
建城，古城临海的千年追溯之旅由此展开。短短10分钟，
台州府城墙光影秀以千年古城墙为舞台，用光与影为语
言，运用3D、AR等技术，将古城筑城、护城、衍城、兴城的
历史娓娓道来，让观众置身亦真亦幻的奇妙世界。

光影秀中的AR艺术部分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通过
智能设备和专属应用，观众可以实时与虚拟内容进行互
动，这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极大地提升了光影秀的互动性
和表现力，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成为这场视觉盛宴的一
部分。

“太震撼了！”和朋友一起过来旅游的大学生丽娜表
示，“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生动的3D投影，感觉整个城墙都
活了起来，临海的历史文化在光影里跃然呈现于眼前”。

与台州府城光影秀遥相呼应的是，科技感满满的梅
浦窑宋韵生活艺术馆。这里同样以科技为媒介，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集沉浸式主题互动剧目、国
风歌舞演艺、新媒体艺术展览、文化衍生生活场景体验

于一体，打造实景化互动体验世界，生动、立体地展现
梅浦窑文化的独特魅力。

换上宋制汉服，游客
们便可以开启一场名

为《寻·梅浦宋韵》的
沉 浸 式 演 绎 之
旅。该剧目以临

海历史人物“理
宗朝贤后谢道清”

为蓝本创作而成，通
过情景演艺、器乐舞蹈、

杂技柔术将剧情层层推进，
引入高潮。

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以“盛世长卷”为主题的
全息投影，里面呈现了梅浦窑的历史和繁华的大宋街市
图。光影变幻间，一群身着古装的宋代舞女翩然而至，一
曲《瓷韵舞》再现“只此青绿”的大宋雅韵。

而最为游客所憧憬的，是那些融入梅浦窑宋韵生活
艺术馆精心设计的茶寮酒肆、勾栏瓦舍、梅浦工坊等七
大宋代特色生活场景的体验，让人恍若置身于那个盛世
的宋代，亲历其繁华与韵味。

古街焕新，科技织梦。近年来，紫阳街通过智慧景区
建设、AR/VR技术应用、数字化非遗展示，成功将科技赋
能于文旅发展，既保留了古街的历史韵味，又注入了现
代活力。

比如，早在2020年，紫阳街通过与阿里云合作，推出
了全球首款景区专属短视频产品——阿里云Vlog。游客
可以通过高清摄像头捕捉旅行中的精彩瞬间，利用AI技
术自动生成个性化Vlog，实现“千人千面”的视觉效果。
这一项目不仅提升了游客的互动体验，还通过社交媒体
传播，增强了景区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聚集地，紫阳街上的岭根草
编、临海剪纸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已通过视频、互动装置
等数字化手段实现活态传承。游客不仅可以观看非遗技
艺的制作过程，还能参与体验。

千年古城，更忆临海。临海紫阳街已蝶变成一个传
统与创新相辉映，充满文化感、舒适感和幸福感的古街，
为历史文化街区文旅深度融合交上了一份实践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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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深度融合·老街新颜 ④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近日，台州市民兰花节暨台州
市精品春兰品赏会在台州书画院开
幕，主题为“弘扬兰花文化，品赏高
雅名花”。

春兰，作为兰花中栽培历史最
为悠久且深受人们喜爱的种类之
一，以其幽远的花香和优美的叶姿
而闻名。尽管植株并不高大，但春兰
却凭借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唯美、清
秀、俊丽与高洁的象征。

此次鉴赏会展出的 258 盆兰
花，大多由台州市兰花协会的会员
们精心选育并选送。鉴赏会现场，兰
花爱好者纷纷驻足观赏，细细品味
每一盆兰花的独特韵味。他们或低
头细嗅兰香，或举起相机捕捉兰花
的倩影，共同享受着这场兰花盛宴
带来的美好时光。

来自黄岩的兰花爱好者周庆
琳，在此次活动中送展了多盆精心
培育的兰花，并荣获了多个奖项。其
中，一盆名为“新品双艺”的兰花尤

为引人注目，荣获了该活动的特别
金奖。这株兰花独特之处在于一秆
双花，花色绚烂如朱金，花容端庄
雅致，花型大气磅礴。据周庆琳介
绍，“新品双艺”属于极为珍贵的资
源草品种。为了有效地繁育保护这
一珍稀兰花，并增加其苗数，周庆
琳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养护工作，包
括分株和翻盆等。“我希望通过这
个平台，向大众科普展示兰花丰富
的品种以及深厚的种植文化。”周
庆琳说。

200多盆精品兰花亮相台州市民兰花节茶局表演茶局表演

文旅演绎文旅演绎 春节期间的老街人潮涌动春节期间的老街人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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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街夜景紫阳街夜景

大田板龙巡游大田板龙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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