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西南畲乡非遗技艺体验游

由 东阳木雕、景宁廊桥、瑞安蓝夹

缬 等 非 遗 体 验 项 目 串 连 而 成 的“ 浙 西

南畲乡非遗技艺体验游”，将线路沿途

丰 富 的 人 文 古 迹 、乡 村 风 光 与 传 统 非

遗 技 艺 深 度 融 合 ，现 已 成 为 非 遗 主 题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线路亮点：义乌市（东阳木雕）—金

华市—武义县—松阳县—景宁县（畲族

非遗技艺）—庆元县（中国木拱廊桥传

统营造技艺）—瑞安市（蓝夹缬）

景宁廊桥

廊桥为上面带有长廊的中国式长

桥，亦称虹桥、蜈蚣桥等。景宁现有廊

桥 112 座 ，如 大 赤 坑 桥 、马 仙 楼 桥 、林

坑楼桥、大漈胡桥、大漈护关桥等。其

中 ，木 拱 廊 桥 历 史 悠 久 、结 构 独 特 、造

型优美，充满强烈的地域特征，无论从

历史、艺术还是科学角度看，都是古典

建筑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和古代木结构

桥梁的活化石。

黔东南侗族非遗深度体验游

饭 稻 羹 鱼 ，踏 歌 而 行 。“ 黔 东 南 侗

族 非 遗 深 度 体 验 游 ”线 路 以 坐 落 于 贵

州 省 黔 东 南 苗 族 侗 族 自 治 州 黎 平 县

大 山 深 处 的 黄 岗 侗 寨 为 核 心 ，汇 集 当

地 侗 族 特 有 的 侗 族 大 歌 、侗 布 、侗 戏 、

侗 族 牛 腿 琴 、琵 琶 琴 等 非 遗 元 素 ，通

过 开 展 民 族 特 色 非 遗 主 题 旅 游 线 路

实践旅游扶贫。

线路亮点：侗 族 文 化 课 — 制 作 侗

布（纺 纱 、染 布 、捶 布）— 领 略“ 稻 鸭

鱼 ”生 态 系 统（稻 田 捞 鱼 、山 野 土 法 烤

鱼 、侗 族 全 鱼 宴）— 体 验 侗 族 木 结 构

营 造 技 艺（制 作 榫 卯 结 构 小 板 凳）—

酿 制 侗 酒 — 打 糍 粑 — 制 作 竹 筒 饭 —

学习侗族大歌 、侗族舞蹈

侗族大歌

侗 族 大 歌 是 贵 州 省 黔 东 南 苗 族

侗 族 自 治 州 黎 平 县 、从 江 县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柳 州 市 三 江 侗 族 自 治 县 等

地 的 传 统 音 乐 ，是 传 承 在 中 国 侗 族 地

区 的 一 种 多 声 部 、无 指 挥 、无 伴 奏 、自

然 和 声 的 民 间 合 唱 形 式 ，起 源 于 春 秋

战国时期，至今已有 2500 多年历史。

侗 族 大 歌 的 音 律 结 构 、演 唱 技

艺 、演 唱 方 式 、演 唱 场 合 均 与 一 般 民

间 歌 曲 不 同 ，是 一 领 众 和 、分 高 低 音

多 声 部 谐 唱 的 合 唱 种 类 ，属 于 民 间 支

声 复 调 音 乐 歌 曲 。 侗 族 大 歌 不 仅 是

一 种 音 乐 艺 术 形 式 ，更 是 侗 族 文 化 的

直 接 体 现 ，对 于 侗 族 人 民 文 化 精 神 的

传承凝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 至 今 都 还 在 怀 念 那 侗 族 大 歌 。

我 听 不 懂 那 些 神 秘 的 音 节 ，它 们 就 像

是 从 晨 曦 的 原 点 ，步 伐 沉 重 地 跋 涉 而

来，走过群山和重林，走过贵州大地原

始奔放的声带，对着村庄，对着朴实的

人们纵情地吟唱。

它们 是 关 于 希 望 与 热 爱 的 歌 吧 ，

总 是 让 人 想 要 跟 着 一 起 哼 唱 ，一 起

融 入 这 天 地 万 象 的 共 鸣 中 ，化 作 一

股 清 泉 、悬 泉 ，奔 流 、飞 泻 ，抑 或 化 作

一 只 蝉 ，把 对 生 命 的 礼 赞 用 拖 长 的

声 调 和 多 部 的 和 声 淋 漓 尽 致 地 宣 泄

而 出 。

那 是 在 贵 州 省 黔 东 南 苗 族 侗 族 自

治 州 黎 平 县 的 黄 岗 侗 寨 ，一 座 把 名 字

藏 在 大 山 深 处 的 侗 寨 。 每 到 秋 收 季

节，吊脚楼上禾晾林立，稻穗与夕阳交

相辉映，如一片金黄的山岗，“黄岗”之

名便由此而来。

色 调 在 那 里 突 然 就 变 暗 了 ，烟 雨

和 山 风 让 房 屋 和 人 们 的 脸 都 显 得 沧

桑 。 时 间 坐 在 黝 黑 的 瓦 片 上 ，在 悄 然

升 起 的 晨 雾 中 轻 轻 哼 着 静 谧 的 歌 谣 。

叶生叶落，便又是一年光阴。

因 为 鲜 有 外 人 涉 足 ，这 里 还 保 留

着 较 为 古 老 、纯 粹 的 生 活 方 式 —— 人

们 穿 着 手 工 制 作 的 侗 衣 ，在 溪 水 里 取

水、洗菜，走过一座座落叶般深黄的老

屋，晾晒精心制作的侗布，坐在磨白了

的 长 椅 上 聊 天 。 男 人 们 坐 在 门 槛 上 ，

抽烟或是发呆，身后是斑驳的木门，正

把黑黢黢的历史向人们推开。

我 喜 欢 这 种 老 旧 的 质 感 ，无 论 是

岁月的光影，还是人世的痕迹，都让人

感 到 安 宁 与 美 好 ，感 到 与 生 活 宛 如 初

见或是久别重逢的亲切与柔情。他们

与 现 代 化 的 生 活 离 得 很 远—— 一 个 小

男孩正踮着脚，踩着一双高跟鞋，兴奋

地 摆 弄 着 这 个 新 鲜 事 物 ，但 他 们 与 大

地、与自然靠得很近。

稻 花 香 里 有 鱼 鸭 。 这 里 有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稻 鸭 鱼 养 殖 系 统 ，用 农

家智慧与水乡文化去书写人与自然和

谐 相 处 的 理 念 ，也 是 现 代 生 态 农 业 的

基石。鱼在水中行，稻在水中长，鸭在

水中游，而人，就在这片生生不息的水

土中，繁衍了千年。“水满田畴稻叶齐，

日 光 穿 树 晓 烟 低 。”这 本 就 是 一 幅 画

吧，它让人想起故乡，想起童年。于是

一双久别土壤的手蠢蠢欲动。这里可

以捞鱼，也可以赶鸭子，我们端上水盆

就出发，卷起裤腿，为晚餐的鲫鱼而努

力 。 在 一 片 欢 声 笑 语 中 ，我 们 用 最 传

统 的 农 耕 生 活 方 式 ，更 深 情 地 拥 抱 了

我们的生活。

把 鱼 洗 干 净 ，便 可 以 享 受 山 野 土

法 烤 鱼 和 侗 寨 全 鱼 宴 ，犒 劳 这 辛 勤 的

一 天 ，让 落 满 风 尘 的 胃 在 舒 爽 中 酣 然

入梦。

侗 族 先 人 曾“ 依 树 积 木 ，以 居 其

上 ，名 曰 干 栏 ”，由 此 形 成 了 侗 族 精 妙

的 木 构 建 筑 营 造 技 艺 ，鼓 楼 、花 桥 便

是 其 中 的 两 绝 。 它 们 是 侗 寨 存 在 的

标 志 与 欣 欣 向 荣 的 见 证 ，不 仅 造 型 美

观 ，而 且 具 有 极 高 的 工 艺 价 值 。 据

说 ，整 座 鼓 楼 、花 桥 里 没 有 一 根 铁 钉 ，

全 靠 榫 卯 连 接 ，但 稳 定 性 和 牢 固 性 毫

不 逊 色 ，历 经 百 年 风 雨 ，依 旧 岿 然 屹

立 。 当 然 ，我 们 无 法 带 走 它 们 ，但 可

以 做 一 个 榫 卯 结 构 的 小 凳 子 留 作 纪

念 ，拼 接 、嵌 合 、组 装 ，用 渺 小 向 崇 高

与 伟 大 致 敬 。 在 搭 建 的 过 程 中 ，你 会

感 到 人 类 历 史 正 在 这 从 生 疏 到 熟 练

的 过 程 中 蜿 蜒 流 过 。

黄 岗 侗 寨 有 两 个 特 色 节 日 ，分 别

是 过 年 时 的“ 抬 官 人 ”和 求 雨 的“ 喊 天

节”。这时，侗族人会做一种叫“牛瘪”

的 名 吃 。 这 道 小 吃 有 些“ 重 口 味 ”，乃

是 将 牛 宰 杀 后 ，从 其 胃 肠 里 取 出 还 未

消化的草，挤出里面的液体，加入牛胆

汁 和 作 料 熬 煮 而 成 ，可 以 用 牛 肉 蘸 着

吃，也可以和牛肉一起煮食。据说，这

是 侗 族 用 来 招 待 贵 客 的 传 统 佳 肴 ，有

健 胃 、祛 热 和 助 消 化 之 效 。 宋 人 朱 辅

所著《溪蛮丛笑》中便有记载：“牛羊肠

脏，略洗摆羹，以飨食客，臭不可近，食

之则大喜。”

与自 然 相 依 相 存 相 守 ，这 是 侗 族

人 的 智 慧 ，也 是 他 们 的 生 存 之 道 。

走 在 黄 岗 侗 寨 ，抚 摸 时 光 留 下 的 痕

迹 ，在 鼓 楼 下 唱 一 首 侗 族 大 歌 ，你 会

感 到 一 份 清 浅 而 隽 永 的 幸 福 。 走 过

简 单 的 生 活 和 丰 富 的 非 遗 技 艺 ，且

歌 且 行 ，不 觉 便 走 入 了 光 阴 与 生 活

的 深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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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畲乡“上刀山”
文<朝颜

在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景 宁 畲 族 自 治

县，一不小心就会和非遗撞个满怀。

畲 族 人 自 称“ 山 哈 ”，意 为 居 住 在

山 里 的 客 人 。 一 个“ 山 ”字 ，便 像 脸 谱

似 的 ，给 一 个 民 族 贴 上 了 标 签 。 事 实

也的确如此，从历史的迁徙路径来看，

无 论 福 建 、浙 江 、广 东 、江 西 、安 徽 ，畲

家人的足迹无非是从一座山向另一座

山 的 奔 赴 。 因 为 长 期 与 山 亲 近 和 周

旋，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距离，他们保留

了诸多独特的文化遗产。

在 我 看 来 ，祭 祖 舞 、传 师 学 师 和 功

德 舞 虽 属 传 统 的 祭 祀 仪 式 ，但 更 像 一

场繁复的舞蹈表演。台下锣鼓有节奏

地 敲 响 ，台 上 男 子 戴 香 火 帽 、头 冠 ，着

乌 蓝 衫 、赤 衫 ，相 对 而 立 ，忽 然 击 掌 起

舞 ，步 履 轻 盈 ，风 一 样 地 旋 转 、穿 梭 。

他 们 且 走 、且 唱 、且 舞 ，伴 以 木 刀 、木

拍 、铃 刀 、龙 角 、扁 鼓 、铃 钟 等 道 具 ，或

吹 或 摇 或 碰 击 出 声 ，一 个 一 个 程 序 有

条 不 紊 地 演 绎 着 。 天 气 湿 热 ，而 他 们

的 长 衫 却 那 样 厚 实 ，表 演 的 时 间 亦 如

此 冗 长 ，似 乎 总 也 没 有 结 束 的 时 候 。

阳 光 照 在 他 们 黧 黑 的 面 庞 上 ，我 看 到

有 汗 水 滑 落 下 来 ，但 没 有 难 以 忍 耐 的

表情。这就是山哈，强悍、质朴、奉献、

坚忍，如果可以，我愿意把这些也算作

非遗的一部分。

此 前 只 从 文 本 上 熟 悉“ 上 刀 山 下

火海”这样的词汇，知道是比喻极其艰

难 危 险 的 事 情 ，全 当 是 个 神 话 或 臆

想 。 没 想 到 在 景 宁 ，却 能 观 赏 到 真 正

的上刀山、下火海非遗项目表演。

刀是 真 正 带 着 利 刃 的 刀 ，一 把 一

把 均 匀 地 钉 在 木 梯 上 ，下 方 以 红 布

覆 盖 。 照 例 是 冗 长 的 祭 祀 和 表 演 ，

法 师 头 戴 神 额 ，身 着 红 色 长 裙 ，手 持

龙 角 、灵 刀 、震 铃 ，吹 一 阵 ，跳 一 阵 ，

唱 一 阵 ，誓 要 吊 足 了 看 客 的 胃 口 才

徐 徐 走 向 刀 梯 。 我 不 错 眼 珠 地 盯 着

那 双 脚 踩 过 一 层 层 利 刃 ，毫 毛 未

伤 。 在 梯 子 的 最 高 处 ，他 还 悠 闲 自

在 地 从 腰 带 上 拔 出 龙 角 ，又 来 了 一

番 煞 有 介 事 的 表 演 。 待 他 下 来 后 ，

我 上 前 亲 手 摸 了 一 把 刀 刃 ，白 得 瘆

人 ，惧 意 顿 生 。 走 远 了 ，再 回 头 看 ，

一 片 寒 光 闪 闪 。

火 是 货 真 价 实 的 燃 烧 的 炭 火 ，如

果 阳 光 不 这 么 耀 眼 ，应 能 看 见 火 红 的

烈 焰 。 远 远 地 靠 近 火 堆 ，便 炙 得 人 脸

庞生疼。而那个下火海的法师不仅要

自 己 从 火 中 穿 过 ，还 要 领 着 一 群 非 专

业 的“ 弟 子 ”下 火 海 ，且 都 由 素 不 相 识

的 游 客 组 成 ，这 不 能 不 令 人 吃 惊 。 法

师为每位游客的脚底喷水、画符，念我

们 听 不 懂 的 咒 语 ，据 说 这 样 做 足 了 法

事，便可保不被烫伤。果然，法师身先

士 卒 地 从 火 海 中 跑 过 、跳 过 、滚 过 之

后 ，开 始 领 着 游 客 们 纷 纷 从 火 堆 上 穿

过。那么大的一堆炭火，近 100 摄氏度

的高温，他们的赤脚从火海中踏过后，

除 了 沾 染 上 乌 黑 的 炭 灰 ，竟 然 无 一 丝

一毫烫伤。身为游客的临时弟子被亲

友团拉住，问长问短，却没有人能解释

出一个所以然。

后 来 ，我 见 到 了 67 岁 的 蓝 土 成 老

人 。 他 坐 在 木 制 的 矮 桌 前 ，桌 上 赫 然

立 着 一 块 非 遗 文 化 传 承 人 的 牌 匾 ，由

丽水市政府授予。他所掌握的牌位雕

刻技艺，即将面临失传。

在 畲 族 ，祭 祖 是 一 件 非 常 隆 重 的

事，每个村一般都建有祠堂，内供祖先

的牌位，没有祠堂的，也会在二楼正中

位 置 摆 放 牌 位 ，供 奉 祖 先 。 牌 位 的 雕

刻 、上 漆 ，每 一 道 工 序 都 需 经 手 工 完

成 。 可 是 现 在 ，能 找 到 的 牌 位 雕 刻 人

似乎只有蓝土成老人了。

我 问 老 人 ，你 有 徒 弟 吗 ？ 老 人 摇

摇 头 ，用 含 混 的 语 音 说 没 有 。 他 告 诉

我 ，自 己 20 几 岁 做 木 工 时 ，曾 偶 遇 一

位 80 多岁的老人。老人指着祠堂里的

牌位对他说，这些牌位如果没人做，就

要 失 传 了 ，以 后 祠 堂 就 会 空 空 的 。 斯

人 将 去 ，祖 风 难 存 ，我 能 想 象 一 个 80

多 岁 老 人 的 怅 然 。 或 许 ，也 正 是 这 份

怅 然 打 动 了 蓝 土 成 ，他 拿 着 老 牌 位 自

行 研 究 ，竟 逐 渐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一 套 雕

刻技艺。现在，各村各家摆放的牌位，

多出自蓝土成之手。40 多年光阴转瞬

即 逝 ，他 却 至 今 没 有 找 到 一 个 合 适 的

传人。

为 什 么 不 带 徒 弟 呢 ？ 他 说 ，带 过

几 个 的 ，但 是 牌 位 雕 刻 要 很 细 心 ，很

耐 心 ，所 以 他 们 坐 不 住 ，就 去 打 工

了 。 老 人 粗 布 蓝 衫 ，身 前 摆 着 一 个 半

成 品 的 牌 位 ，他 拿 着 几 块 木 板 配 件 合

拢 给 我 们 看 。 桌 上 还 有 一 堆 大 大 小

小 的 刻 刀 ，刀 锋 尖 方 圆 扁 形 态 各 异 。

他 说 ，这 些 刀 具 都 是 他 自 己 制 作 的 。

细 读 他 淡 淡 的 表 情 ，似 有 自 豪 ，也 有

失 落 。 再 过 20 年 ，还 有 谁 将 拿 起 这 些

刻 刀 呢？

那 么 ，这 些 非 一 般 人 所 能 掌 握 的

非 遗 项 目 ，该 怎 样 传 承 下 去 ？ 畲 族 没

有文字，一切民族的、传统的东西仅靠

口耳相传。当年轻人再也不甘做一名

地道的“山哈”，当他们大量涌入城市，

浸 淫 在 现 代 物 质 文 明 中 ，还 有 多 少 人

愿 意 留 在 畲 族 村 寨 ，跟 着 上 一 辈 人 学

习 这 些 似 乎 看 不 到 什 么 效 益 的 技 艺 ？

还有多少人愿意回归和坚守最古老的

遗风？

归 途 中 ，“ 80 后 ”畲 族 青 年 雷 李

江 告 诉 我 ，他 接 下 来 准 备 组 织 一 支

非 遗 队 伍 ，让 村 里 的 年 轻 人 都 去

学 。 他 还 说 ，景 宁 畲 族 自 治 县 已 经

出 台 了 相 关 政 策 ，用 以 保 护 和 传 承

非 遗 项 目 。 我 知 道 ，非 遗 的 生 存 空

间 虽 已 日 渐 逼 仄 ，但 只 要 有 人 、有

心 ，就 有 希 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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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隐于细微处
——浙江临海“台州府城”见闻

临海市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是一

座融千年古城深厚底蕴、江南名城秀丽

山水、现代城市繁荣昌盛于一体的古城

新市。从浙江省首个获批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的县级市到台州府城墙被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紫阳街

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今天的千年古

城后浪奔涌、新潮迭出，似一股清流流

淌在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之中。如今，古城“活”、文化

“热”、民宿“火”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点

睛之笔。

古城“活”了

临海历来是台州州府所在地，历史

城区 2.3 平方公里，由 6000 米长的台州

府城墙围合，山水城相抱，古城中的老

街代表——紫阳街被评为“中国历史文

化名街”。岁月沧桑和小城故事都遗留

在老屋起翘蜕皮的墙面上，遗留在高高

挑起的飞檐上，处处充溢着它的原始魅

力。这里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商业

文化、建筑文化和民俗文化铭刻着鲜明

的时代印记。百年老店、名人故居、传

统习俗交相辉映，沉淀了丰富的历史人

文遗产。

2013 年开始，临海市按下台州府城

文 化 旅 游 区 创 建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启动键”，紧接着出台相关文件、列出

工作清单、明确责任分工，以抓重点领

域、关键环节、薄弱点位为突破口，打出

系列“组合拳”。从此，一幅联动全域、

聚焦融合、升级品质的全域旅游“五联

创”新蓝图徐徐展开……

如何把彰显着历史烟火、人间清欢

的古城文化基因快速融入时尚现代、新

型业态的活力因子，让这座千年古城焕

发新姿？临海市提出了“合理保护，综

合利用”原则，将建筑、文化、民俗、生活

等各方面综合体现在古街区的始终，保

持一条原生态“活”着的古城。

老屋修缮如旧，恢复原貌；老街修

缮如前，融入业态；老区修缮原样，留住

记忆。临海市相关部门联合台州学院

百名师生，对紫阳街、西门街沿线的上

百家店铺进行创意设计改造，提升府城

景 区 的 人 文 情 怀 和 温 度 。 3 年 修 整 之

后，城还是那座城，人还是那些人，但不

同 的 是 灯 亮 了 ，景 美 了 ，客 来 了 ，古 城

“满血复活”。

文化“热”了

文化是台州府城的灵魂。揽胜门

前是艺术出发的起点，兴善门下则是群

英 荟 萃 的 文 化 盛 宴 。 在 这 里 ，你 会 看

到身穿洋装的舞者率先登场，翻飞的裙

角划出了一圈圈优美的弧线，接着，3 只

3 米来高的白色巨熊会紧随而出，在音

乐的牵引下它们迈着欢快的步伐，向紫

阳古街深处走去；街巷的另一边，浩浩

荡荡的巡游队伍迎面而来，女子红装婉

约，男子战服威武，数名身穿汉服的古

风爱好者引得大家纷纷侧目。这些老

底子与新时尚的文化交合，让古城有了

时代气息。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

的载体。我们在引入新鲜的公共文化

艺术的同时，也积极融入了像黄沙狮子

等具有临海特色的本土优秀文化，以多

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打破传统的传播

模式。在碰撞中寻找融合，让文化走入

人群，让旅游更有深度，不断提升城市

格局，从而推动本地文旅融合大发展。”

临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人

介绍，台州府城公共艺术节的举办是府

城文化内核提升的开端。古城文化节

视听盛宴轮番上演、《还有诗和远方·诗

画浙江篇》临海站实景录制、2020 括苍

山星空帐篷音乐会……府城最不缺少

的就是“文化味道”，已深深嵌进市民生

活、城市命脉。

全国摄影大展、台州府城公共艺术

节、美食节等大型活动，台州府城独具

特色的高品质文化和旅游节目，让这座

古城有了生机和活力；制订出台《临海

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扶持办法》等政策，

吸引了更多年轻游客在此扎根；鼓励文

化旅游区内文创企业、民宿书店等组织

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国家级非遗项目黄

沙狮子、自拉自唱的临海词调、气势磅

礴的大石车灯戏、清丽高雅的江南丝竹

和古琴等民乐演奏，还有定期举办的剪

纸、草编、泥塑、中医养生、纸扎花灯制

作、传统小吃制作等活动，游客们在寓

教于乐的行走中，沉浸式地体验了千年

古城的味道。

民宿“火”了

“这个月我们的房间几乎就没有空

过，你们要是昨天来，我可能都没时间坐

下来这么面对面地聊天。”云朵民宿主人

云朵谈起办民宿的经历，有着说不完的

故事。开民宿之前，云朵和家人曾多次

赴各地踩点，总找不到理想的栖息地，直

到一次偶尔的紫阳街行走，她发现了这

座深藏在小巷内的故居。虽然当时房子

破败不堪，但是她却有说不出的喜欢。

洒满阳光和书香的餐厅、充满怀旧

情调的小酒馆，鹅卵石与多肉盆栽将院

落巧妙地分成了不同的功能区，以爱情

为主题的精品客房……历经一年的修

缮，原来古旧的老宅院成了时尚的大花

园，投资 350 万元的“云朵姐姐的秘密花

园”一开业就成为紫阳街上“网红点”，城

里城外的游客慕名而来。

“从前出门都住酒店，这次在临海

住的这几天，我发现原来民宿竟然这么

有味道、有意思。游古城、尝小吃、宿民

居，临海这个城市我喜欢。”来自上海的

游客石剑飞街赞不绝口。他说，回去以

后还要动员其他朋友一起来古城再好

好走一走。

随着集聚文化产业，也吸引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特色旅游客栈、影视产业

工作室、文化休闲业等入驻，城墙博物

馆、刺绣博物馆等主题博物馆，紫阳街

特色店铺、非遗展示馆、主题书店、王士

性故居、台州府城历史文化展示区的相

继开放，新建迎春里、余丰里等主题民

宿群开业……如今，古城的文化基因在

文旅融合的快速发展中复活升温，有了

温度，多了温情。 （徐继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