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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阳

一

儿子考上浙江大学，大三时便搬到了台州椒江。妻
子打电话问原因，儿子答：“浙大的医学研究院就在台
州。椒江景好、人好，我打算留在这里。等您和爸爸退休
了，我就将二老从东北接来养老。我可以做家教挣钱，维
持咱们的生活。”妻子说：“那能挣几个钱，还是老妈想门
路吧。就凭老妈的手艺，到哪都能吃得开。”

提起妻子的厨艺，凡是认识她的人，没有不竖大拇
指的。

急性子的妻子，退休的第二天就逼着我与她登上高
铁，来到了台州。到台州的第二天，妻子就风风火火地开
始选址，最后在市郊租下了 80平方米的门店。她办下营
业执照，花钱请人做了招牌，店名叫“老东北生鱼馆”。

选了个吉日，妻子起了大早，找到全市最大的农贸
市场，买回来100公斤黑鱼。临到晌午，放了一挂鞭炮，就
算是开业了。

二

妻子开的馆子与别人的不太一样。一般馆子的灶房
在里面，她的灶房却明晃晃地放在临街，和行人只隔一
层厚厚的玻璃。

妻子说，行人肯定好奇怎么做生鱼，咱就让人看看
新鲜。当着人的面做生鱼，才能让人放心。每道工序都干
净透明，客人会对卫生状况打消顾虑。只要有一个顾客
进了馆子，就会引来不断流的顾客。尝过生鱼的人，会成
为咱们馆子的宣传员，生鱼馆的生意就会火起来了！

果然不出妻子所料。行人隔着玻璃，看她麻利地用
锋利的刀切开黑鱼尾，只伸手一扯，便将半张鱼皮扒了
下来。她将鱼翻个面，照样在鱼尾来一刀，再伸手一扯，
半张鱼皮又被扒了下来。接着，她抄起剔骨刀，游刃有余
地将鱼肉从鱼骨上一点不剩地剔了下来。再翻过另一
面，用四指一扯，鱼肉便麻溜地离开了骨头。妻子将整块
的鱼肉放进盛满老醋的盆子里，又拎起了一条活蹦乱跳
的大黑鱼，开始重复扒皮、剔肉的程序。

此时，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妻子最拿手的技艺才
开始显露——只见她从浸泡鱼肉的醋盆子里拿出一块
鱼肉，一只手抄起切刀，另一只手按住鱼肉，随着刀碰砧
板发出的节奏均匀的“嗒嗒”声，半透明的鱼肉片一顺
顺、齐刷刷地倒在了砧板上。妻子的“表演”引来了一片

“啧啧”的赞叹。
接着，她用长片刀将生鱼片不走样地从砧板上铲

起，码放到长磁盘中，然后从冰箱里捧出陶瓷罐，里面装
着用她爷爷传下的独家秘方配制的拌鱼料。她用勺子舀
出料汁均匀地洒到鱼肉上，再撒上酱油、香油、辣椒油、
盐、葱花和香菜末，一盘色香味俱佳的生鱼便制成了。

三

那些隔着玻璃看新鲜的人，越看越觉得神奇。有些
人看得直咽口水，有些人还有顾虑——那可是没经过任
何煎炒烹炸的生鱼啊！

此时，一男一女牵着手走进了馆子，要了一盘生鱼。
女孩欲夹不敢夹时，男孩早已将生鱼放进嘴里。女孩看
着男孩美美地嚼着生鱼片的样子，终于忍不住夹了一点
放到嘴里，越吃越觉得鲜美可口，也随着男孩大口吃了
起来。

两人如风卷残云，吃了两盘还说再要一盘。妻子端
来盛着东北葱花饼的盘子：“孩子，听阿姨的话，美味不
可多贪。如果没吃够，明天再来。”

两人就着妻子端来的白肉血肠酸菜汤，把葱花饼
吃了。男孩要结账。妻子说：“你俩为我的生鱼馆开了
张，这单就免了。”两个年轻人连连道谢，被妻子刚送出
门。看新鲜的人向他们打听，小伙子说：“你们进去尝尝
就知道了！”

人们蜂拥着进了馆子，四张桌子坐满了，还站着一
些人。

儿子和他的女朋友也来了，扎起围裙帮忙端菜、算
账、照顾客人，忙到晚上10点多，才送走了最后一拨客人。

馆子很快就开始盈利了。妻子对儿子和未来儿媳
说：“现在是才开张，十年以后你再看，我会开一家在台
州数得上的老东北大酒店！”

果然，八年后，酒店开了起来。客人如潮，来这里品
尝美味的生鱼，还有品种多样、鲜美可口的东北大菜。

靠着勤劳的双手，我们在台州住上了别墅。能过上
这样的好日子，妻子当立首功。

老东北生鱼馆

聚“椒”台州美食征文摘登⑫

台传媒通讯员周 欢

近日，由浙江省文物鉴定站、浙江省博物馆主办，临海市
博物馆承办，临海禾木天香筷子博物馆、临海市珈源钟表科普
博物馆协办的浙江省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活动临海站成功
举行。此次活动邀请了6位省级文物鉴定专家，为广大收藏爱
好者免费鉴宝。

活动吸引了100余位民间收藏爱好者携近200件藏品前
来鉴宝，现场氛围热烈。本次鉴定主要集中于陶瓷、书画、玉石
器、杂项等，专家们对每一件藏品都进行了仔细鉴别，并耐心
回答了收藏爱好者的提问。

这是一项面向社会公众的公益性活动，在满足鉴定咨询
需求的同时，让收藏者发现手中藏宝的价值，进一步帮助民间
收藏爱好者树立正确的文物收藏观念，提升文物保护意识，也
为文物收藏爱好者之间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今后，临海市博物馆将持续提供优质的文博资源，积极组
织鉴定力量，为广大收藏爱好者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进一步
普及民间文物收藏知识，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助力
形成全社会关心并积极参与文物保护的良好风气，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对优秀历史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文物鉴定专家
为临海市民免费鉴宝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你是否有注意到家门口的城市影像
展？它们小众却不失有趣，有的尝试走出
场馆，深入巷弄，搭配“沉浸式”活动，为
观众打开一扇观察的窗口；有的则通过
精美的展陈和一组组作品，传承城市记
忆，凝聚故土情结。

跟随记者一起去逛展，看这些城市
剪影，是否勾起了你的回忆？

这场影像展
让老街变成画廊

元旦假期，仙居县东门老街迎来一
场“仙居·小城故事城市影像记忆”展览。
这场充满回忆色彩的展览，搭配互动打
卡活动，吸引了许多市民参观打卡，为老
街赢得了一波流量。

记者来到东门老街，仙居县图书馆
副馆长张藤瑶介绍展览的起源。

前期，该图书馆收集了一批仙居城
市发展的历史影像。这些老照片均出自
仙居原文化干部王子芳之手。他从上个
世纪60年代开始，用镜头拍摄记录家乡。
王子芳去世以后，其家人把胶卷底片捐赠
给县图书馆，老照片数量多达一万张。

今年，仙居县图书馆又面向社会广
泛征集，得到郑建昇、朱强华等多位摄影
爱好者的大力支持，进一步补充仙居历
史影像数据库。

最终，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挑选
和分类，一场集结 300多张老照片的展
览初具雏形。

这场怀旧主题影像展的落脚点，就从
最能承载仙居人回忆的地方开始——位
于仙居老县城的东门街，全长500米，是该
县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明清时期
历史街区。展览的起点位于仙居古县城的
东大门——迎晖门，踏上启明楼的台阶，

一场“沉浸式”回忆之旅缓缓开启……

亮点1：每一个镜头，都是时光的标本

展览以时间为动线，划分为三个单
元。第一单元主要介绍仙居的筑城史，通
过图文展板的形式，将仙居置县、建城的
历史娓娓道来。南峰塔、福应塔等古迹影
像逐一陈列，稽古探源之旅收获满满。

第二单元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仙居
经历的沧桑巨变。从逐渐谢幕的街巷光
影到强势崛起的新城风貌，从一派火热
的工厂车间到书声琅琅的校园……既有
聚焦重大历史事件的镜头，也有展现微
观视角、人间温情的作品。

第三单元主题为今昔对比。从黑白
到彩色，从低矮房屋到高楼林立，仙居县
城的变化尽在其中，一个现代化中国山
水画城市正在崛起。

数百幅照片承载的不仅是画面，更
多的是背后的人物、故事以及记忆。

现场，几位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展。拍友
胡晓钟为此次摄影展贡献了多张老照片。

在西门街长大的他，拍下了上世纪
90年代的老街旧场景，见证了这里曾是
仙居老城首屈一指的繁华之地。如今的
西门街已经华丽变身，是仙居城区变革
的一幕生动缩影。

上世纪 80年代，仙居第一套地面卫
星电视转播站建设“第一现场”的照片，
也是胡晓钟独家抓拍的。“转播站设在龙
皇山顶，我当时在山下的仙居化肥厂上
班。了解到山上的情况，我拿起相机，跑
到现场拍了下来。”

胡晓钟和同行的朋友还一起欣赏了
仙居南城工业园的老照片。“都是满满的
回忆！”他不由感慨。

亮点2：打卡活动活化老街

走下城楼，展览并没有结束。跟着现

场图标的指引走进东门老街，观众会惊
喜发现，街道两旁也挂起了老照片。

老街里还林立着碾米厂、理发店、棉
絮加工店等传统店铺，通过照片还原老
店的旧时场景，让人感觉，在老街里，飞
速流动的时光正渐渐慢下来。

走走停停间，观众还会转角遇到充
满文艺感的打卡墙、“在时间中读取”阅
读体验区等，展览通过灵活多变的方式，
让老街多处具有历史感的小型空间散发
活力。

据悉，“仙居·小城故事城市影像记
忆”展将持续到2月25日，在接下来的一
个月里，这些老照片还将和老街居民朝
夕相处。

“此次展览引发不少年轻人对家乡
的关注和共鸣。”张藤瑶介绍，展览期
间，仙居县图书馆发起了寻找仙居古迹
的“CITYWALK”活动，成为城市游的新

“爆款”。
活动设立了南峰塔、福应塔、城隍庙

石池凉亭、石牛、迎晖门、文明楼、石灯
柱、林应麒功德牌坊等 11个点位。市民
可领取 11张创意镂空“打卡窗”卡片，寻
找这些散布在城区各个角落的古迹与文
物保护点。所到之处，可举起对应的卡
片，透过“打卡窗”与古迹合影。完成所有
点位的拍摄集卡，有机会获得仙居县图
书馆提供的一份精美文创礼品。

“我们的初衷是让广大市民追寻老
照片，去实地了解和感受仙居的古迹历
史和人文精神。”张藤瑶说。

城市拼图
唤醒你的家乡记忆

在台州的另一端，玉环市图书馆于
上周末开展了纪实宣传片《城市拼图之

玉环》首映会。
该项目由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玉环市全策广告设计有限公
司、浙江其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打
造。纪录片围绕“玉环从何而来，因何而
兴”的主题，讲述玉环向海而行的发展
实践。

浙江其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
人、宣传片总导演胡俊介绍，该片从前期
拍摄到后期制作历时一年，拍摄了 350
个镜头素材，通过空中、海上、陆地多视
角铺展出一幅美丽海岛的时代图景，有
漩门湾大桥等工程在海平面延展通途、
构架起城市脉络的画面，也有浪花飞溅、
鱼群涌动的海捕现场，彰显玉环作为“东
海渔仓”的实力……城市日新月异的背
后，奋斗者被渐次勾勒，为玉环发展贡献
力量的群像也被温暖呈现。

纪录片融入了人文底色，拍出了不
一样的故事切面。片中，观众可以听玉环
文史专家张一芳钩沉海洋文化，领略家
乡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民俗风情；
可以跟随延绳捕捞技艺传承人李祖胜深
入渔区，揭秘难得一见的古老技艺；还可
以看鳌龙鱼灯传承人许振妙手生花，展
示精湛的鱼灯制作技艺……

首映会结束后，观众们意犹未尽。主
办方在玉环市图书馆展览厅策划了一场

“何以鳌龙”主题特展，通过一幅幅生动
唯美的图片对纪录片进行解构。

展览现场被各种尺寸的鳌龙鱼灯包
围着。鳌龙鱼灯是玉环渔文化的结晶，也
是祈福的吉祥物。造型各异的鱼灯，为现
场市民提前送上了新春的祝福。跟随鱼
灯群的动线设计，观众可以欣赏纪录片
的精彩剪影和拍摄花絮，走进玉环人的
多彩生活。

特展将持续到 2月 25日，感兴趣的
市民可前往参观。

打卡城市影像展，领略小城故事多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文/摄
台州因海而兴，阿拉尔因河闻名，两

地以“水”为媒，因“援”相会。1月 23日，
浙疆台阿·同根同源——非遗书画作品
展（台州巡展）在台州市文化馆一楼展区
开展。

书画

当天上午天气寒冷，但市民观展的
热情不减。一幅幅翰墨丹青，令他们流连
忘返。

画家叶菁的《泰顺廊桥》笔墨精妙，
青山绿水、峰峦塬崖，生动诠释了“诗画
江南、活力浙江”的美好画卷。

“我们从叶菁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
个书画家的情怀与涵养。他已将传统的
笔墨程式与新时代的文化精神融为一
炉。”浙江非遗书画院副院长、秘书长鲍
海斌说。

余宏达是 70后画家的领军人物，其
人物画工写兼备，展现出精到的写实创
作能力和独特的艺术手法。此次，他以台
州市吴子熊玻璃艺术馆馆长吴刚为素
材，创作了《吴刚玻雕图》。另一幅参展作
品《馕坑四宝创始人罗辅江》，罗辅江也
被余宏达刻画得鲜明而又立体。

韩京雷的《刺绣名家刘琴》，画的是
塔河民间刺绣代表性传承人刘琴。他认
为，入画的人物，从感性而言，要能够打
动自己的心；从理性来讲，要根据人物的
形象和神态特点以及背景文化等因素，
来进行综合考量。

画家鲍海斌的参展作品题为《托克
拉克》。他曾多次赴阿拉尔写生，那里神
奇壮阔的自然景观、积淀厚重的历史文
化、独特浓郁的民俗风情，都给他带来源
源不断的艺术灵感。

画家鲍一的《都塔尔制作工艺》则表
现了新疆艺人在制作乐器都塔尔时的情
景，画上人物被他刻画得生动传神。

非遗

除了书画作品，现场还设有非遗体
验展台，我市有台州刺绣、椒江玻雕、临
海剪纸、黄岩翻簧竹雕和仙居无骨花灯5
个项目参展。

在台州刺绣展台前，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廖春妹正在飞针走线，为观众做精彩的
刺绣表演。她尤其擅长台州刺绣的工艺针
法设计和图案造型设计，其作品充分展现
出台州刺绣抽、拉、雕、包、绕等技法在图
案、肌理、立体层次感上的应用。

除了现场向观众传授绣花技艺，她
也带来自己的绣画《喜见花开》。作品寓
意“抬头见喜、花开富贵”，富有生机，别
有生趣。

“我喜欢民间刺绣语言的趣味性。
这件作品用挑花针法构成喜鹊登枝等
喜庆图案，还有四角花朵对称，在图案
中套汉字组成‘喜见花开’。创作时，我
还将彩平绣与挑花两种技法巧妙地融
合在一起。”她介绍。

还有作品《单枪》，由丁立人提供图
稿造型，廖春妹用刺绣的线条和色彩丰
富这件作品。在她的一双巧手下，形成了 新的作品“画绣”。

在椒江玻雕展台前，观众观赏着玻
璃雕刻技艺传承人吴刚及徒弟孙亮的作
品。多年来，他们坚守工匠情怀，致力于
我市非遗技艺传承和人才培养。

“这是用厚竹簧雕刻的屏风作品《和
合二仙》。我采用了深浮雕技法和通景式
构图，刻绘了山水丛林，还有衣带飘逸、
清雅脱俗的‘和合二仙’。和合文化是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指的是‘和谐’，‘合’指的是‘融合’。这正
好印证了台阿两地同根同源一家亲。”浙
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罗文弛说。

台州市援疆指挥部党委委员郑波
说，以书画和非遗为媒介传承传统文化
之美，是台州援疆文化润疆、增进认同的
新举措。

融合

本次作品展在省文化广电和旅游
厅、省援疆指挥部的指导下，由省非遗
保护协会、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
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台州市援疆指
挥部主办，浙江非遗书画院、台州市文
化馆承办。

两地书画家精心创作了书画作品
110多件，其中涉及台州与阿拉尔非遗项
目的作品有 46件。这些作品展现了非遗
项目与书画艺术的有机融合。

“同根同源是浙疆文化交流合作的
最好表达，也是非遗项目和书画艺术相
互融合的最好诠释。器物与书画同源，彩
陶就是器物与书画的结合，青铜器也是
如此。近现代也留下很多书画与非遗结
合的佳话。”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会长、
浙江非遗书画院院长叶菁说。

浙江台州与新疆阿拉尔是对口援建
城市，文化润疆，润人更润心。台州市援
疆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长牟锡荣认为，
文化润疆是援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惠
民工程、育民工程，更是人心工程。深入
推进文化润疆工程，可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促进两地的交
往交流，促进两地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深
化，共绘融合新画卷。

东南风吹西北暖，浙疆台阿情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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