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连生

台州传统建筑有木雕、石雕、
灰塑，还有少量砖雕。木雕主要体
现在民居的梁拱柱头、门窗花板
上；石雕体现在柱础、磉盘、台门石
框、题额楹联上；砖雕则少量装饰
在台门和照壁上。这些雕刻匠作，
天台、仙居和黄岩等地方都有，尤
以天台为最。

台州木雕历史悠久，盛行于明
清，有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
薄意、多层镂雕等多种技法。雕刻
作品的空间层次深远，与绘画艺术
效果相结合，构图丰满，装饰性较
强。旧时，百姓日常生活用品如床、
椅、摆件、供佛、衣架、穿箱，居民建
筑上的饰件渗门、门档、花窗、枋
柱、门板等，无处不雕。

台州木雕，以“三门窗”“临海
雕”“天台门”“仙居贴”四大特色
而著称。

临海的小芝镇、三门的花桥
镇以及小雄镇山场村，木雕最为
精美，又称“小芝工”“三门工”。从
清乾隆保存至今，残存中有部分
民间漆金描彩的花眠床的床罩额
花板，线条流畅，人物比例匀称，栩
栩如生，故事情节生动，雕工细腻，
堪称木雕精品。

台州木雕的主题广泛，有人物、
山水、花鸟、走兽、八宝博古、几何形
体、吉语、书屏、楹联，“九子三都”

“五世其昌”“九世同堂”“玉燕投怀”
“鸾凤和鸣”“琴瑟和鸣”等书额文字
等题材图案修饰。人物有戏曲唱本、
宗教神话、民俗风情、民间传说故
事、社会生活等，描绘帝王将相、贵
族生活、文人墨客的风雅场面、商贾
远行的旅途生涯、学子伏案吟诵攻
读诗书，又有樵夫采樵、挑禾过岭、
勤耕的农夫和牧童等劳动场景，也

有孩童玩耍、游艺表演、耍灯、舞龙、
舞狮等民间活动。欢庆场合，如旌旗
飞展、骑马兵戈相战、擂台比武，也
有表现仕女抚案弹琴、端坐哺乳、直
立庭院张望、手拿执扇倚立、丫童服
侍等。情节生动，人物表现亦有个
性。还有以动物花卉为题材的，象征
吉祥物的图样如龙、凤、狮、鹤、牛、
马、羊、鹿、猴、鳖鱼、兔、雁等，纯花
卉的图样更是丰富，除松、竹、梅“岁
寒三友”和梅、兰、竹、菊“四君子”
外，牡丹、荷花、石榴、葡萄、荔枝、花
生、蔬果等都是雕刻对象。

临海木雕的纹饰雕刻，以人物、
山水为主要表现内容，线条粗细结
合，人物以戏文故事为多，生活场景
丰富，主题画面突出。线条流畅，漆
层丰润，贴金墨描，彩绘饰地，人物
浮雕表情形象逼真。临海木雕尤以
浅雕最突出，以博古、钟鼎、彝器题
材表现为多，寄托以古为祥，追求一
种美好的精神向往。花板、底屏以矿
石颜料蓝、绿、红、白渲染，再加生漆
本色、彰施五色，形成色彩艳丽的画
面；或以洒螺钿、金粉等装饰，枢底
着中国红朱漆点缀，墨描勾勒，底屏
锦地加以几何花纹方形点缀，装饰
陪衬、烘托木雕画面，让人物图案更
加精美。这些图案还运用在民居建
筑梁枋上、花窗衬板和影心板上、落
地门腰檐板上。特别是腰檐板的博
古图案和花卉、人物、走兽、山水等
图案更富情趣。

黄岩木雕稍逊临海木雕，以薄
意浅阴雕和浅浮雕为精美，漆绘、烙
画近似墨笔线描，工致而精细。平底
凸雕、浅浮雕，立体感强，刻划传神。

漆绘多以木纹本色不施油彩，又以
五老图、松下居士、文人雅儒闲居为
题材，显得文雅。

天台木雕雕刻技法次于黄岩、仙
居两地浅浮雕，而温岭木雕粗犷，比
较平淡。仙居宗祠檐口、戏楼翘角下
的牛腿雕刻工艺，因处于地区边界线
上，其工艺受东阳风格影响明显。

台州木雕用于窗和门，别具特
色。天台木格子窗系全部用软敲条
榫卯组合构成，称“一根藤”，无棱
角，通体完美柔和，紧扣圆心图
案。三门木窗纹饰有夔龙、梅瓶、
撑扇、八卦、回头鹿、衔剑狮、八
角、喜字纹、冰裂纹、寿字纹、方
格、斜拉等，中间点缀木雕花吉子
相嵌。窗有立窗、偏窗、遮着窗、隔
扇窗、小天窗等。

门，以天台门最高大灵透，上
格子饰，下木雕，有落地门、隔扇门、
过堂门等。更值得一说的是，天台木
门的清水雕雕花板，大多采用浅浮
雕，并施以硃砂生漆，有些不髹漆，
露出原木的本色。木门的下部为裙
板，裙板有较大的面积，按理说更
能表现丰富的内容，但天台的裙板
多为简洁明朗，采用比浅浮雕还要
浅的清水雕。

天台雕花板的图案大多传统。
晚清的妙山新花楼堂前木门的绦
环板上，出现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天
台山八景雕花板。这是一种新颖的
图案，桃源的春意、赤城的栖霞、琼
台的秋月、断桥的积雪，对于木匠
来说，是新的尝试。但最终呈现的松
弛有序的构图，圆润流畅的刀工，让
人们在民居中，感受到了家乡山水
的魅力。位于天台城区民主路的一
处民国民居内，我们仍能在正厅落
地花木门上，看到天台山八景的薄
意浅雕。这些图案在木板上抽出，空
灵而不失韵味，人物衣饰飘逸灵动，
双眼灵动传神。因为是浅雕，需要工
匠格外仔细，一旦下刀过重，就很难
弥补。同样，因为施以清漆，一丝瑕

疵都会暴露无遗。
以前，这一工艺还普遍用于床

具。如床罩尤以前五块木板雕刻最
具代表性。在床罩上枋额框，一幅或
一组情节通景图，上有文武将相、骑
马射箭、福禄寿三星等图案。木床中
的雕花板，以深浮雕为多，画面也富
有层次，具有真实感。木床多施以本
地生漆，暗红色的生漆家具，随着时
光流逝，越来越有光彩。木床中的雕
花板，按主题施以不同的色彩，红花
绿叶，格外艳丽，人物衣冠也细描
出相异色彩、五彩缤纷。

《诗经》用“如鸟斯革，如翚斯
飞”来形容雕梁画栋、飞檐走壁的
华美英姿。台州古村落中的各式民
居，大多彰显了以形式美、技艺美、
思想美为核心的传统建筑构造文
化意蕴。

台州民居建筑具有江南诗性
品质。各地传统建筑中，巉头品类
多样，意蕴丰富，轮廓优美柔和，造
型丰富多彩，结构有型和谐。台州
的灰塑，更是建筑上的奇葩，美丽
跳动，富于韵味，以临海为富，黄
岩、路桥、三门、温岭为次，再各地
递减弱化。

台州民居建筑非常讲究外部形
制，反映生活中百姓对美学的需求和
欣赏。其中，巉头（山墙）造型巧妙，依
据其文化构成，处理每一处细部特
征，借以表达建筑群落显性的地方文
化特色。巉头设计呈现族群整体思想
与生活理念，精致安排构图、文字、配
色、形制及色彩，产生规则和不规则、
统一与均衡、比例与尺
度、色彩与韵律等
审美与诗意，
展 示 主
从 虚
实 、

大小高低、远近疏密、动静阴阳等空
间变化，从而给人以愉悦的视觉体
验和超越功利性的审美快感，充分
体现村落的传统、人文情怀等文化
符号。

台州古建筑的构件，是地域的
产物，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匠人风
格和艺术特征。它们既是一种美的
呈现，又展示了台州的标识度。保留
至今的百年构件，仍为当代人所
关注，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文化
的价值。

美的东西，总是被人惦记。走
进台州乡村，饱览各村落之宅第、院
落、巷道，美无处不在。台州的这些
依附在古建筑上的构件，是一个又
一个时代手工精华的代表。同时，这
些历经百年的古老建筑，也反映一
个时期的文化面貌，代表一个时期
的文化主流和时代审美。

收藏这份“物化了”的情怀，就
是收藏我们自己独有的生活历史。
这些物件的精华碎片，既有文人雅
士的妙笔丹青，也有民间高手的
精雕细琢。其内容之丰富、空间之
宽广、时间之纵深，都是光耀夺目
的。

丰富多彩的乡土建筑是中华
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具有
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遗
憾的是，它们正处于消失之中，因
此，给它们留下一些可靠的、准确
的记录，是极有意义的工作。我
们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进行记录，
留下影像和史料档案，留住台州

本土的历史文化，留住
记 忆 深 处 的 乡

愁。

匠作巧手凝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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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陈伟华文/摄

6月25日上午，台州书画院迎来
一场以“山海和合”为主题的大型展
览，这是由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中国水彩画院）2023—2024年度所
策划的中国青年水彩画家提名展
（浙江站）。

此次展览，台州有4位画家的6幅
作品集中亮相。台州书画院院长、台州
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林彬的作品《初夏花
开》，通过水彩与水墨效果的结合，捕捉
了初夏时节荷花初绽的唯美瞬间。“我
希望我的这幅画，能够激发观众对自然
之美的感受、对生活的热爱，同时也能
激发他们内心的美好追求与勇气。”林
彬说。

梁健的作品《近午天》，灵感源自他
深入大陈岛的观察和真实体验。画面
上，渔船在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格
外引人注目。这些渔船形态各异，各具
特色，但每一艘都承载着历史的痕迹和
渔民们辛勤劳动的印记。

“我选择红色作为这幅作品的主色
调，不仅增强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还

象征着热情、活力、力量，这同大陈岛渔
民们及垦荒者热爱海洋、勇往直前的精
神相契合，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内
涵。”梁健说。

另外，台州画家吴志猛的《松风》
和《蔓》，以及许晓霞的《静谧》和《觅
光》均入选。

吴志猛的《蔓》呈现了碧波荡漾的
湖水、缠绕树枝的藤蔓等自然景观，展
示了画家长期以来在写生途中对自然
万象的感悟与激情。许晓霞的作品《觅
光》，描绘的是夜晚公园里人们的聚会
场景。她通过色粉这一独特的介质，对
色彩和光影的运用进行艺术探索，不
仅展现了许晓霞的艺术态度，也传达
了她对世界的独特理解。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10日。

来这场水彩画展
尽览“山海和合”之美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文/摄
6月20日晚，作为今年台州市名

家（名团）展演工程项目之一，“生命
如歌”——徐正琳歌曲作品音乐会在
黄岩文体中心华丽上演。此次音乐会
现场不设门票，向所有热爱音乐的人
们敞开大门，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音
乐的魅力。

音乐人生与创作

在现场观众席中，一位银发老
人引人注目。他正是黄岩音乐人徐
正琳，他不仅是这场音乐会的创作
者，更是这场音乐盛宴的见证者和
享受者。

徐正琳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当过音乐老师、文化干部，更是一位
深耕音乐创作多年的艺术家。自 20
世纪 80年代起，他创作了百余首反
映家乡、时代和人民生活的音乐作
品，用音符记录着生活的点滴。

2023年年底，《生命如歌——徐
正琳歌曲作品集》正式出版，其中收
录了其创作的 113 首代表作。每一
首歌曲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展现了
他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人生的独
到感悟。为此，徐正琳计划举办一场
作品音乐会，他期待台州的团队和
歌手们能够参与其中，共同演绎这
些充满家乡情怀的作品。徐正琳表
示：“我希望能通过这些歌曲，让更
多的人感受到家乡的美好，感悟音
乐带来的力量。”

音乐会的精彩呈现

音乐会上，十多首原创歌曲依次
上演，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展现了徐正琳四十余载的音乐创
作生涯。

《中华橘颂》《风味小吃姜汤面》
等歌曲，生动地描绘了台州独特的风
土人情；《沁园春·一江山岛登陆战即
景》《戚继光凯歌》等，带领观众们感
受其开阔深邃的艺术境界和作品背
后深刻的家国情怀；《约你过来只想
看一看你》和《轻轻相拥》等，以其悠
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勾画出了人
生的细腻情感。

整台演出由台州市民乐团现场伴
奏，黄岩欢乐合唱团以及郑剑勋、徐阳
阳等演唱，形式涵盖混声合唱、独
唱、小组唱等，有台州优秀音乐团体
和多位歌手的参与，更是增添了音
乐的独特韵味。

音乐会接近尾声，徐正琳走
上指挥台，亲自指挥了一首《生命
如歌》。这首歌曲是徐正琳在抗癌
过程中的心灵写照，也是他坚强
乐观精神的象征。尽管徐正琳曾经
历胃癌和扁桃体癌等病痛，但他始
终坚强面对，用音乐唱响了自己的

“生命之歌”。
当晚会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

掌声如潮水般涌来，徐正琳携手全
体演出人员，向在场的观众致以诚
挚的谢意。

感恩与传承

徐正琳不仅在音乐创作上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还积极投身于音
乐教育事业的传承与发展。

1981年，徐正琳从黄岩师范大
专数学班毕业，进入社会后却深耕
音乐教育领域，并展现出卓越的作
词才华，后来又走上行政领导岗
位。多年来，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投
身于音乐创作，笔耕不辍。

在一线音乐教学岗位上，徐
正琳曾为培养新一代的音乐人才
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还特别策划组
织了多届“我轻轻叩响大师的门”系
列钢琴音乐会，为诸多音乐爱好者
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2007 年起，徐正琳组建并指导
了台州市合唱团和黄岩欢乐合唱
团等业余团体，这些队伍在省级、
国家级和世界级比赛中崭露头角。

2017年，以徐正琳为领衔人的
徐正琳音乐名家工作室挂牌成立，
不仅成为黄岩音乐创作人才的培
养 基 地 ，还 积 极 举 办 各 种 形 式
的音乐会，带领听众走进音乐的
殿堂。

音乐会当晚，来自全国各地的十
多位年轻人赶到现场。他们曾是黄
岩少儿合唱团的第一批团员，很多人
因受到徐正琳的深远影响，纷纷投身
于音乐事业，将他的音乐精神传承
下去。

徐正琳歌曲作品音乐会在黄岩成功演出

“生命如歌”的
坚守与绽放

《台州古村印记》选登②

台州市名家（名团）展演工程

音乐会现场，徐正琳走上指挥台，亲自指挥了一首《生命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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