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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元 萌/文 潘侃俊/摄
12月 20日，“和合文化百场讲坛走进

中国美术学院——探索中国美术与和合文
化的融合发展”，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中
国美术学院、台州市社科联、台州市新闻传
媒中心主办。

经过多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和合文化，早已从抽象的文化概念，衍生为
具象的美学实体。而美术作为传承创新和
合的重要载体，又将如何汇通古今、多元融
合，擘画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融合发展之
路呢？本场在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讲坛活
动，就藏着其中的答案。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刘正、中共
台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羚为本场讲坛致
辞。刘正表示：“中国美术学院建校 95年以
来，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活
化’中，在创新赋能产学研协同的‘美美与
共’中，在以艺术服务国家文化战略的‘四
海艺同’中，始终塑造着‘和合’文化观。”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台州市和合
文化研究院院长何善蒙，中国美术学院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组
委会设计总监宋建明，中国美术学院电影
学院院长、著名电影导演徐小明，中国美
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院长、中国设计智造
大奖组委会秘书长王昀，中国美术学院雕
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郑
靖，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传播学院院长、研

究型建筑师、独立策展人姜珺，各路大咖
云集，论道中国美术的和合内涵。

何善蒙在《什么是和合文化》的分享中，
以杭州亚运会蕴含的和合之美为引，论及和
合思想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协和万邦的国
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与人心向善的道德
观。宋建明则以三个设计案例表达对和合的
见解。“美成型于多样包容之中。”宋建明表
示，“在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语境下，色彩
是一类可以提升城乡品质的资源，也是艺术
与技术融合的创新手段。”

海峡两岸，一衣带水，徐小明作为常驻
大陆的台湾导演，一直在积极推动两岸电
影文化的交流和合。他以 40余年的从业经
历出发，认为每部电影的发声都是一种证
明，影像作为一种观照个体与社会情感的
力量，尊重不同文化与思想差异的“情感之
和”，就是一种和合。

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系列活动近期在中
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收官，作为大奖组委会
秘书长的王昀，做了《道器·和合——人类世
的后 1/2》的发言，通过一系列的设计实践，
阐释智能技术与人文艺术交织的和合。

“天人合一”的和合思想也体现在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处中，由郑靖发起的“牧光计
划”，展开了山、海、人与宇宙意象间的对
话。现场，他以公共空间艺术创作为例，认
为传统文化需要以当代方式来转译和发
扬。姜珺认为和合是观念与行动的知行合
一，他以天台国清寺为代表的宅院格局展
开对和合文化的解读，并向现场观众介绍

了近期美院举办的《天问 2023：文明的互
鉴》系列活动。

中国美术之路的每一段进程，都有和
合文化的生动注解。以本次讲坛为契机，探
讨如何将和合文化融入当代美术，旨在打
造新时代的和合美术精品，推动传统文化
的传承创新，同时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提供
一个多元探知中国美术文化、中华和合文

化的窗口。
据了解，和合文化百场讲坛系列活动

自 2017年推出以来，已经举办 50场，汇集
了文化、经济、社科等领域 200 余名专家
学者，多维度解读和合之美、和合之智、
和合之用，作为和合文化传播的桥梁，进
一步推动和合走出台州、走向世界。

和合文化百场讲坛走进中国美术学院

探索中国美术与和合文化的融合发展
李 鸿

金团是我们台州临海的特色点心，状似圆
月，色泽金黄，馅多皮薄。一口咬下，清香适
口，舌尖绵甜，喜欢糯米食的人可谓百吃不厌。
我对这种糯叽叽的小吃，有一种说不出的喜
欢。每次路过阿广的金团店，总会买几个带回
家当点心。

阿广的金团店已经在这条老街经营十几年
了，一间老旧的砖瓦屋，门面不大，墙面斑驳。门
口潦草地写着“阿广金团店”几个字，站在店门
口，往里看过去幽深幽深的。与其他店面不一
样，他的门口除了搁置一些长长的木板和蒸笼，
就是那些大的小的纸箱。纸箱上面搁着几袋柠
檬黄的松花粉，松花粉取自松树的花，它是做金
团的必备品，色泽艳丽，粉质细密、轻滑，细闻之
下，有着阳光、松针以及花朵的味道。我总以为
每次闻到的松花味，就是从这些袋里散发出来
的。早些年做金团的松花粉，阿广说是雇人从山
上采摘来的。如今网上的松花粉多起来，破壁的
松花粉又细又滑还带着淡淡的馨香，又方便又
卫生，就很少去山上采摘了。当然除了松花粉，
店里还置放着各色浓香的芝麻、暗紫色的豇豆
馅和金黄色的橘饼。这小小的老屋，隐藏着各种
有滋有味的食材。

阿广是个微胖、腼腆、不善言语的人。四十
七八的年龄，个矮，粗壮。多数的时候，我看到
的他是沉默的、寡言的，任凭双手不停地在灶
头忙来忙去。春夏和秋冬的日月，轮流在他身
上交替着走过，他只顾安静埋头做他的金团。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阿广金团店”这几字如
同这古旧的老屋，成了这条老街的标记。它的
店里不仅仅有金团，也有红糖馒头、花卷、搭糕
等各种特色糕点。

金团店一直生意兴隆，因制作的食物精良，
而且价廉物美，很受四面八方食客的喜爱，回头
客特别多，每逢节假日，更是人流如潮。

有次忍不住问其诀窍。他一脸羞涩，说：“做
好金团，选材是很重要，好的食材决定食物的
品质。”没想到这话会出自腼腆的阿广之口，我
注视着他，以为他会继续说下去，没想到他说
完之后又低头不语。有一次，我买了一个金团，
边吃边又问起做金团的细节，他这才细细地说
起做金团的一些巧妙之处。之前会挑上好的糯
米，经过水的浸泡、晾晒，再打成粉后储存。他
指了指头上的阁楼，上面有很多粉呢。金团的
好坏揉粉很关键，加水也重要，不能一下子注
入很多水，要一点一点加，一点一点揉。揉成米
粉团后，还要在铺板上使劲揉压，越揉压韧性
越好。然后把揉好的米团用刀切成一个个大小
相等的小团，用秤子过一下，开始一个一个地
纯手工做起来。金团的馅料以豇豆泥为主，煮
豇豆泥也是一门技术活，得慢慢地用火在铁锅
里熬，先是大火后改为小火，直到煨熟煮烂。用
勺子把豇豆搅成豆泥，再加入适量白芝麻、金
橘饼、白砂糖等，这馅料便做成了。每天凌晨三
四点开始蒸，用柴爿大火烧，大锅灶的灶膛里，
红彤彤的火焰跳跃着，蒸笼上热气腾腾，烟雾
缭绕，金团的米粉香味逐渐溢出厨房……差不
多天亮时，新鲜的金团就可以出笼。说起这一
套顺序，阿广微胖的脸上溢着淡淡的笑意，这
个话语不多的中年男子，早已把这些程序烂熟
于心里。说起来一脸风轻云淡，真正做起来而
且要做好，这难度只有他自己明白。

每次金团一出笼，就会有许多人过来买。老
街本就不宽，店前挤满人的一定是在买金团。有
些是当早餐吃的，也有当点心吃的，也有送人
的。阿广从来都不慌不忙的样子，他穿着暗灰的
旧工作服，套着一双蓝色袖套，微胖的圆脸隐在
房子的阴影里，非常淡定。他的淡定是对食物的
一种敬畏，食物因人的品尝而生动，人又赋予了
食物以灵性。当阿广伸手，敏捷地把刚出笼的金
团往木板上轻放时，那种原生食物的香味便慢
慢地出来。它悬浮着，飘荡着，弥漫在街头的空
气里。刚出笼的金团还没粘上松花粉，热气缭
绕，清香四溢，一个个白白胖胖的样子，透着米
粉的素白和光滑，特别可爱。这时候，松花粉是
揉合金团的最佳物品，只要把金团往木板上一
滚，两边都粘上松花粉，软糯的金团贴上松花
后，表面就有了丝滑的感觉。阿广在做这一系列
工序时，动作娴熟，尤其是滚松花的动作，可谓
行云流水，美妙至极。

接过刚买的金团，捧在手里轻轻一咬，满嘴
的松花清香和糯米的甜香会充盈你的口腔，舌尖
上的味蕾如花一样徐徐绽放。对于一个喜欢糯叽
叽点心的人说，才下舌头，又上心头，那种滋味，
真是欲说还休。

金团不光味道好，还有另一层团圆吉庆的寓
意。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阿广常常会接到一些人
来定制金团，比如寿辰、乔迁、小孩满月，还有敬
神祭祖等。特别在婚嫁礼仪中，金团更是必不可
少的礼品。老街有一户人家儿子娶亲，要定制一
对特大的龙凤金团，他们找到阿广。因时间紧迫，
阿广本想推脱，想着这是一件喜庆的事，便连夜
赶着做。用了几十斤粉，加水加馅料，做了一对特
大的龙凤金团。第二天，客人欢欢喜喜拿着金团
走了。阿广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微
笑。其实他们要的是讨个彩，金团金团，就是团团
圆圆、吉祥如意的意思。

在临海的乡镇，有一种风俗：只要哪家有喜
事，前后邻居会有挨家挨户送金团的习俗。小时
候，金团并不像现在一样，天天可以吃到。金团是
一种奢侈待客的食物，能吃到一小块金团会甜蜜
一天。记得有次放学回家，母亲满脸微笑地对我
们兄妹说，先去洗手。从母亲的脸上我们猜测着
有好东西吃，等我们洗好手，只见母亲从灶间捧
出那口大海碗，一眼瞧见圆月似的金团，我们几
个眼睛都亮了。围在母亲身边，看她用刀小心地
把金团切开，分成四小块，兄弟姐妹分着吃。那么
一小块，舍不得一口吃完，就小口小口地吃，那豆
馅的甜味和芝麻的香味，这么多年了，一直储存
在记忆的味蕾里。

聚“椒”台州美食征文摘登③

糯叽叽的金团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茂林修竹、曲水流觞、阡陌稻田、古树
老宅……每个台州人的心里，都装着一个

“田园梦”。台州文联系统充分利用省内外
艺术院校的专业和资源优势，开展校地合
作共建，促进全市乡村艺术文化发展。

田野里长出“艺术空间”

12月 19日，记者赴三门县横渡镇大横
渡村。造型独特的横渡美术馆，建在千亩稻
田边。馆旁有一株 800多年的古樟树，为乡
村田园添了几分魅力。

横渡美术馆总投资400多万元，建筑面
积约1.5亩，共有两层，设有展览厅、露天观
景台和咖啡书吧等，整个空间视野开阔，通
透明亮。推开窗，可见远山翠微，碧水环盈，
白墙黛瓦，炊烟袅袅。穿行于馆内，可感受
一份闲适、舒缓、自在的日常。

“横渡镇与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
上大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合作，将原横渡中
学废弃的校舍，改建成这个美术馆。”三门县
横渡镇副镇长孙朝阳说，该美术馆外观简约，
又别具匠心，以白色为主色调，在大片稻田
间，形成一种突出、个性化的艺术之美。

这方田间地头的艺术和美景，每年吸
引几十万人次前来“打卡”，让原本人烟稀
少的村落变得热闹起来。

美术展览、乡村集市、乡村音乐节……
该美术馆自 2020年 4月落成后，先后举办
多场活动。2019年开始，横渡镇则与上海大
学合作不断，如先后与该校的社会学院、美
术学院、经济学院、建筑设计院等，开展一
系列课题和项目合作。

如今，横渡美术馆成为凸显当地生态
资源优势的热点，也在艺术乡建方面，成为
深度接轨上海的标杆工程。

校地一家亲，跃动一个村

11月28日，天台县平桥镇峇溪村，浙江工
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100多名师生远道而来。

当天上午，中国式现代化峇溪三农学
院、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教学实践基
地揭牌仪式暨“三农”专题培训班在此举
办。据介绍，新投用的峇溪三农学院、浙江
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是该
村“微改造、精提升”项目之一，将充分发挥
学院在学科人才和科研上的优势，扎实推
进产学研合作事宜，把双方的合作打造成
校地合作的品牌、携手发展的样板。

揭牌仪式结束后，师生们漫步于田垄
群山，开启一次峇溪研学之旅。

其中深深吸引他们的，有王德惠书画
馆，其内陈列着王德惠捐赠的101幅精品力
作。还有峇溪谷乐园，设有萌宠乐园、休闲咖
啡厅、户外露营地等，可以收获各式体验。

近年来，平桥镇聚焦共富目标，深化
“千万工程”，探索推广“共富十法”，涌现出
一批景美、人和、业兴的强村富民样板。辖
区内的峇溪村，通过将归雁变头雁、资产变
资本、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自筹变众
筹，引进峇溪谷乐园、飞腾峡漂流等项目，
实行“乡贤投资+村集体入股+村民众筹”模
式，打造台州和合共富的示范样本。

“为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共谱校地
融合发展新篇章，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大投入
力度，通过宜居环境打造、人文生态恢复、节
庆活动举办、文旅场景再造等，让群众乐享
家门口的幸福。”峇溪村党总支书记王林辉
说，中国现代化峇溪三农学院的成立，为峇
溪村探索文旅精细化运营指明了方向。

全域行动，让文艺点“亮”乡村

以海风为笔，以山水为墨，以蓝天为
纸，书写、记录、宣传台州，让更多的人了解
台州和爱上台州。

在艺术乡建中，我市不断通过“微改
造、精提升”，将基层的美术馆、博物馆、文
创街等资源进行整合，以促进农文旅融合，
助推基层经济发展。

在校地共建、拓展乡村艺术活动空间
方面，我市近年来大力推进“采风创作基地
建设、文艺活动基地建设、文化交流研学基
地建设”，奋力谱写艺术乡建新篇章。

为此，全市文联系统充分吸收院校专

家的指导意见，兴建文学创作基地、书画创
作基地、海洋艺术基地、岩洞文化基地、文
创园区等一批乡村文艺创作基地；组织众
文艺家，深入乡村创作基地等采风，开展颇
具本土特色的文艺创作活动。目前，我市已
创建 2个国家级摄影小镇、12个浙江省书
法村，以及中国诗歌之岛玉环大鹿岛。

全市各地结合乡村特色，精心打造乡
村美术馆、艺术驿站等艺术场所场景。如临
海市汇溪镇，与中国美院相关院系建立亲
密合作关系，共同推进两头门村美丽乡村
建设、孔丘村“儿童友好乡村”创建、浚头村
古建博物馆设计打造等。又如三门县人民
政府，与上海大学、中央美院等7所高校，联
办2022年长三角高校乡村振兴联合毕业设
计，在多领域开展合作互动，积极探索“山
海三门·未来乡村”建设。

另外，我市在推进文化交流研学基地
建设方面也喜结硕果。如温岭市石塘镇海
利村，与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林家阳合作，
设立“大师奖”博物馆，助力该村打造海洋
文化为地标的“中国最美渔村”。椒江区横
河陈村与台州学院携手，合力打造古村研
究基地。还有黄岩区富山乡，与浙江工业大
学合作，在半山村建成半岭堂古法造纸博
物馆，让游客体验古法造纸文化的魅力。

台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曹蕉红说，
台州文联系统将继续聚焦“在台州看见美
丽中国”实干争先主题实践，深入推进艺术
乡建全域行动，让文艺进一步点“亮”乡村。

艺术赋美赋能 乡村加速蜕变

台州乡村空间的诗意与远方

本报讯（记者王媛媛）在 12月 16日举
办的《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的颁奖仪式
上，台州青年作家丁真凭借新作《长岐西
路》斩获最佳短篇小说奖。

《小说选刊》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唯
一一家国家级大型文学选刊，以遴选优秀
中短篇小说、引领文学潮流、推动文学创
作，发现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己任，被誉为

“中国当代文学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本次活动获奖作品为 2022 年 1 月至
2023年 12月在《小说选刊》杂志公开出版
和发表的小说作品，经遴选共有9部作品确
定为获奖作品，包括优秀中篇小说奖、优秀
短篇小说奖、优秀微小说奖三个类别。

丁真所写的《长岐西路》篇幅精炼，作
者用精妙的故事结构和错落起伏的叙事，
在狭小的创作空间里，搭建了一座不知所
起、似乎永无边际的潜意识迷宫。生活中熟

悉亲切的场景和事件，经由小说主人公片
段式的讲述和呈现，不仅丰富了梦境层次，
营造出了庄周梦蝶般物我交融的阅读体
验，也使得小说每一个细节都拥有了更多
的解读可能性。

《小说选刊》授奖辞评价，该作品以具
有先锋性的文本实验形式和奇巧构思，探
讨了社会热点话题下的真与假、罪与罚、
喧哗与骚动。人物心理与对话交错并进，

复调式的叙事展现着人性的多重与世事
的驳杂。

作家丁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台州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入选浙江省首批青年作
家人才库。其作品曾在《四川文学》《江南》

《红岩》等刊物发表，部分作品被《小说选
刊》转载，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偶尔偏离一
下的生活坐标》《烈焰成池》《红花香，白花
亦香》。

台州青年作家丁真获《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

台州艺术乡建之校地合作篇

12月20日，和合文化百场讲坛走进中国美术学院。

横渡美术馆自横渡美术馆自20202020年年44月落成后月落成后，，先后举办多场活动先后举办多场活动。。 本文配图由采访对象提供本文配图由采访对象提供

天台县平桥镇峇溪村天台县平桥镇峇溪村引进峇溪谷乐园引进峇溪谷乐园、、飞腾峡漂流等项目飞腾峡漂流等项目，，打造和合共富示范样本打造和合共富示范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