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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是闻名遐迩的“蜜橘之乡”、世界

蜜橘之源，已有1700多年的蜜橘种植历

史。小小的蜜橘，对于黄岩人来说，是最独

特的存在，而橘花，则是橙黄橘绿外的美丽

馈赠。暮春初夏的夜晚，行走在橘园里，美

好扑面而来。

5月5日晚，黄岩柑橘种源基地内热闹

非凡。从1983年开始，一年一度的橘花诗

会在每年橘花飘香时便从未缺席，以诗颂

橘，以诗会友。今年是诗会举办的40周

年，吉狄马加、冯秋子、张锐锋、王家新、李

寂荡……全国知名作家诗人齐聚黄岩，共

赴这场橘花之约。

雨后的橘园更显清新，作家诗人们穿

行其间，沿路欣赏橘花，观看沉浸式表演，

探讨文学创作。“我喜欢看人潮拥挤，也喜

欢享受安静。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在

和村民们一起欣赏小橘灯的作家王嫦青妙

笔生花，在朋友圈写下短文《柑橘博览园里

桥上拥挤的人群和江里静静摇晃的小小橘

灯》，一静一动、尘土喧嚣与内心宁静，别有

诗意。

而随后举行的诗会更是点燃了橘园的

夜，村民们自发赶来，里三层外三层，活动

现场迅速升温。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

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屈原

的《橘颂》已经吟唱了2000多年，如今在

橘园里唱响，更是震撼人心。别出心裁

的诗会，以橘花的五瓣花蕊为序，以古今

黄岩本土优秀诗篇为内容，诗音画、情景

朗诵、舞蹈表演等艺术形式兼具，给作家

诗人和村民们带来一场经典诗词文化盛

宴，展现了黄岩橘文化的资源价值和深厚

内涵。

“近年来，黄岩区委区政府坚定不移实

施黄岩文化复兴战略，以文化人、以文促

旅、以文塑城，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持

续提升。在橘花诗会举办四十周年之际，

我们以橘花为媒、以诗歌会友，诚邀各位文

学大咖走进橘乡，用脚步丈量黄岩的山川

草木，用作品吟唱黄岩的诗和远方。”黄岩

区委书记包顺富说。他希望借诗会之机，

再次掀起黄岩文学的发展热潮，为黄岩推

进新时代文化工作、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

注入强劲动能。

“全世界有很多柑橘产区，也有很多和

橘子、橘树、橘花、橘林有着精神联系的诗

人和作者，我觉得黄岩有基础和条件，举办

以橘花为主题的国际性诗词活动。”著名诗

人、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原

副主席吉狄马加希望黄岩能汇聚更多的

“诗和远方”，一起参与乡村文明建设，推动

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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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诗会当晚，全

国知名作家、诗人黄岩乡村行走活动正式

启动。为期三天的活动里，作家诗人们在

黄岩的山水间行走，采风。

黄岩文化底蕴浓厚，咏橘文化、儒释道

文化、宋韵文化、青瓷文化、书院文化、和合

文化等源远流长，并有“东南小邹鲁”之

称。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幼年曾就读于黄岩

西乡灵石寺，元末文史学家陶宗仪隐居于

此，还有夏矛、梁雄、叶廷玉等一批在省内

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的老一辈诗人。

如今，黄岩正实施“中华橘源”行动，让

高科技和人才成为蜜橘产业振兴发展中坚

力量，也为诗人作家在新时代提供源源不

断的创作灵感。“像智能大棚、物理防控之

类数字化种植设施，让我们看到了柑橘种

植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的神奇变化，这

样火热的生活为我们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诗人、散文家麦阁说。

海拔650米的黄毛峰是黄岩西部环长

潭水库最高峰，每年5月至10月，库区蒸腾

的水汽环绕在半山腰，形成蔚然云海，站在

高处远眺，峰峦叠嶂，美不胜收，这里便是

“天空之城”所在。作为行走活动的一站，

天高云淡、茶香悠悠是预期中的景色，然而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山间的“天空之

城”瞬间被水雾“吞没”。

意外并没有打乱作家诗人们行走的脚

步。雨来便听雨，山间的茶室里，他们或围

炉煮茶，和音乐为伴，分享着各自的创作心

得，或雨中漫步，和花草树木交谈，和内心

的自己对话，自得其乐。

“作家诗人都应对自然保持敬畏之心，

回到故土、去往乡村，以最原始的本能去倾

听、理解、体味、保存自然的声音，发现土地

和人类的秘密以及更深层次的精神世界。”

著名散文家、新散文代表人物冯秋子说。

在一树花前停住脚步，她和她的好奇心一

起开启了一场新的探索之旅。

在村落间行走，新散文代表作家，中国

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鲁迅文学奖散

文评委组副主任张锐锋一步步探索着让村

落“活着”的密码，“大家关注的话题不同，书

写的角度不一样，表达方式也各不相同，但

都会用心感受并记录。”他说，从橘花诗会开

始，黄岩将更进一步跟“诗和远方”联系起

来，黄岩的乡村经验也将成为万千乡村的经

验，成为诗歌的资源、灵感的故乡，让更多人

汲取乡村文明建设的精神力量。

宁溪镇乌岩头村、屿头乡沙滩村、黄岩

博物馆、五洞桥、九峰公园、大有宫、鉴洋湖

湿地公园……作家诗人们一路走来，一路

的感受最终都将流诸笔端，为黄岩留下“诗

和远方”的最新注解。

橘颂
一场诗会掀起文化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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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毛丽君

一条永宁江，两岸橘花香。春夏之交是
橘乡黄岩最美的季节：月白风清的夜晚，橘园
里橘花密如星云，暗香浮动，清冽而又浓郁，
田间的蛙声此起彼伏，一盏盏小橘灯漂浮在
澄江之上……这样的场景，总是轻易地就撩
拨起人们心底朴素的情感，或淡然或感动或

乡愁。
5月5日晚，2023中华橘花诗会暨全国知

名作家、诗人黄岩乡村行走活动，在浙江台州
黄岩拉开大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工作者、
知名作家、诗人齐聚黄岩，以诗会友，用脚丈量
这片土地，一场“诗和远方”的对话就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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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和远方不应该只是作家、诗人们的

诗和远方，而应该是所有人的诗和远方。

黄岩西部的长潭水库是台州人民的大水

缸，水源地天然的生态资源，正是许多人

“梦中的远方”。和张锐锋一样，黄岩也在

不断探索让村落“活着”的密码，让西部山

区搭上共同富裕的发展快车。

如何让“远方”成就发展？黄岩开启了

全新的尝试与开拓。

白天与山水为伴，夜晚同星辰共眠，一

辆房车开启一段美好旅程。房车旅游作为

新兴的旅行方式，深度契合了目前旅游市

场注重轻松自由、休闲个性化的发展趋

势。而对黄岩来说，房车旅游项目，可以有

效突破西部文旅资源闲置制约难题，对西部

山区脱贫攻坚、保护生态、促进开放、促进新

型城镇化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带动作用。

于是，浙东南房车集散基地应运而

生。针对西部的生态特色，黄岩重点打造

了宁溪镇快乐村、上垟乡李家垟驿站、屿头

乡布袋山景区、沙埠镇花语堂、平田乡天空

之城五个房车基地，一期共布局房车营地

25处、30辆房车。基地成立运营的第一个

月，就累计完成销量破百单，实现营收近

10万元。

“我们的运营中心就在黄岩客运中心

内，和铁路台州西站联通，方便游客出行的

对接。这里还设置了配套的展销中心，可

以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服务，不论是露营需

要的户外用品还是餐饮服务，一应俱全，让

选择房车旅游的游客更省心，有更好的体

验。”上海听风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喻高君

介绍，作为合作方，他们将为房车基地搭建

线上平台，实现智能化管理。预计房车线

上平台搭建完成后，三年内，浙东南房车运

营中心产值将达3000万元。

位于头陀镇的百丈露营基地，玻璃

屋、巨人椅、太空舱、沿山观景平台等设施

的建设正在加紧推进，作为交旅集团重点

打造的房车中心营地之一，月底将正式对

外营运。5月20日，一场“星潮澎湃”的露

营音乐节将在这里重磅亮相。“TOP”音

乐、星空电影、篝火派对、炫酷机车展、潮

玩打卡……一段不一样的山野之旅，将为

宁静许久的山村注入新鲜的活力。

热闹过后，这里的蓝天白云，无垠草

地，将以新的姿态成为黄岩新晋旅游打卡

地，或许有一天也将成为你寻觅的“远方”。

行走
一次相逢书写乡野新篇

2

远方
一辆房车驶出共富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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