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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期来临的时候，斗鸡巷的人气
明显比往常旺。写生的画家、打卡的
游人总是频繁闯入王敏智家的庭
院。这一段经过修葺的街巷，保留着
黄岩古城昔日“三十六街七十二巷”
的肌理，青砖黛瓦、雕花石窗，历经时
光的洗礼，忠诚地守望着一代又一代
人的记忆。

浙江，台州，黄岩，一座甜了千
年的城，这份甜蜜，渗透在黄岩人日
常的点滴生活里，他们也乐于将这
份氤氲了千年的甜，与更多人分享。

古往今来 历史留痕
黄岩古城在哪里？对于这

个问题，很多黄岩人已经给不出

答案。“我觉得，黄岩古城说的

是，四条护城河内的区域，北至

永宁江，西到西江，东南边是两

条官河。虽然城内早已变了天

地，但所幸四条护城河完整地保

留了下来。”原黄岩区历史学会

会长陈建华寻找古城的足迹，是

从五洞桥开始的。

五洞桥，因桥身五孔得名，

800多年来静卧在西江上。江边

的桥上街，是黄岩曾经连通西部

的要道。“五洞桥原名孝友桥，是

北宋县令修葺，南宋时赵伯澐重

建，明清多次修缮，保留了宋代

石桥的典型特征，桥身简洁、线

条优美。”

五洞桥也曾被淹没在时代

发展的印记里，桥洞被堵、桥身

被填平，直至近些年，在历史文

脉保护的浪潮中，重现往日的模

样。“重生”后的五洞桥，凭借自

身的高颜值，在宋韵文化的加持

下，和周边的桥上街、五凤楼一

起，一跃成为黄岩网红打卡地标

之一。

自西向东走过，想象着穿越

已然不再的古城墙，黄岩古城的

大门徐徐打开。

“你能想象，黄岩城曾是最

典型的江南水乡吗？城抱河、河

抱城，河与城互融共生。”驱车沿

着天长路一路向北，陈建华口中

的故事，让土生土长的驾驶员都

露出了惊讶的神情，“这条天长

路，便是城内五支河主干道所

在，如今五支河都已被填平，成

为城市交通路网中的一部分。”

就像手握一串打开古城密

道的钥匙，陈建华在街巷的某个

交汇点，猝不及防地开启了城市

的记忆，外人眼中迷宫般的“三

十六街七十二巷”，正是黄岩古

城昔日的繁华。

对于热爱并专注于历史研

究的陈建华来说，穿越古今，

有根可循，是黄岩古城的甜蜜

之源。

街巷阡陌 人城相融
王敏智打小就住在斗鸡巷，

四通八达的街巷便是他幼时的

游乐场。走街串巷，不论是小时

候的他，还是如今成为一名摄影

师的他，始终乐此不疲。

黄岩古城“三十六街七十二

巷”并不是一个实数，只是借此来

承载城区交通畅达、人声鼎沸的

过往，每条大街小巷都有各自的

前世今生。“砚池巷因为一方砚

池得名，在周边尚未高楼林立的

时候，远处九峰双塔倒映池中，

池子就像一方搁笔的砚台。”王

敏智一边说一边蹲下身，“你看，

这个角落还能看到双塔的影子。”

因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街

巷里，王敏智开始考究自己家族

的过往历史，开始探寻人和城之

间的各种亲密联系。“我开了自

己的摄影工作室，起初为了方便

拍外景，我开始打造自己的庭

院。”让王敏智没想到的是，自己

的“无心插柳”，开启了黄岩“美

丽街巷”改造的大幕。

“我就开始做邻居的工作，

贴青砖、造花坛，修旧如旧的改

造让这些街巷沿袭了历史的韵

味。”仁风路（避饥巷）、斗鸡巷、

花园巷、砚池巷……串点成线、

连线成面，黄岩古城的肌理再次

明晰。“街巷的改造并没有花很

多钱，却花了很多心思。你看这

些石窗，都是四处收集的古物，

这些展框，里面的剪纸都是非遗

传人剪的各种黄岩民俗。”

王敏智还在巷子里办起了

摄影展，一办就是十多年，他将

这座城市历史的、民俗的、发展

的、创新的影像，展示在街巷里，

文艺味十足的街巷，很快就火出

了圈。“尤其是四五月，蔷薇、紫

藤开花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到这

里来写生、打卡，很热闹。”

巷子里有很多名人故居，被

浓浓的生活气息包围着，每走过

一处，王敏智都有很多故事可以

讲，他的人生本就融于街头巷

尾，并且仍将在街巷里延续。“我

喜欢收集老物件，门锁的铜片、

雕花的柜门，也说不上有什么用

处，说不定某一天的不经意间，

会有意外的惊喜。”

在古城的街巷里，做着有趣

却看似无用的事，看亲手栽下的

藤蔓，穿越石窗，爬出未经设计

的图案，并在各自的季节里，用

最热烈的生命装饰古朴的街巷，

这是属于王敏智的“甜”。

守旧创新 匠心传承
仁风路6号，罗启松的翻簧

竹雕工作室就藏在黄岩古城众

多的街巷中。和青田石雕、东阳

木雕并称浙江三大雕刻工艺的

黄岩翻簧竹雕，因雕刻在毛竹内

壁的簧面上而得名。90岁的罗

启松是翻簧竹雕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从事雕刻已有60多年。

工作室就设在罗启松的家

里。一栋3层的建筑，门面很小，

外立面和普通的水泥房屋无

异。拐过两段窄小的楼梯，罗启

松的工作室便随之映入眼帘。

十余平见方的房间里，一面朝北

的大窗，窗前是一张工作台，周

边被书架包围，书架上除了各种

关于绘画、雕刻技艺的书，还随

意地摆放着各种已雕、未雕的翻

簧器皿和摆件。

“朝北的光线最好了。”眼镜

架在鼻尖上，深深浅浅的刻印随

着罗启松手中的刻刀，在翻簧片

上留下该有的印记，窗外是高低

错落的老式民居，俨然一幅天然

的画作，“我现在还每天都雕，拳

不离手嘛。”

放下刻刀，罗启松随手拿起

一个竹雕摆件，摆件上的翻簧片

经过几十年光阴的“盘摸”，已经

透出了象牙般的光泽，凸起的仕

女图案，也多了一层包浆的圆

润。“翻簧竹雕是黄岩的地方传

统雕刻艺术，我在创作的时候，

也会把一些黄岩的特色元素融

入其中。”罗启松指着一组三连

的屏风摆件，上面的图案融合了

永宁江、九峰山、蜜橘、模具等黄

岩“标志”，定格的是黄岩在他心

中的模样。

虽然从小就接触翻簧竹雕，

但罗文弛是在过了而立之年，才

定下了心来钻研父亲的这门手

艺。如今年近六旬的他，带着翻

簧竹雕的技艺走出了窄窄的街

巷。热闹的九峰公园内，父亲的

工作室在青砖黛瓦檐角飞翘的老

式建筑里挂牌，翻簧竹雕有了更

大的展示空间，这门传统的雕刻

技艺，更好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除了省级非遗传承人的身

份，罗文弛同时也是一名“老

师”。十多年前，他就开始了翻

簧竹雕进课堂的尝试，小学、中

学、高中、职业技术学校……根

据不同的学生，罗文弛会设计不

同内容的课程，不吝传授自己的

手艺。多年来，学生里不乏对翻

簧竹雕感兴趣，正式入门潜心学

习的弟子，技艺便这样一代又一

代地传承着。

凭双手守住传统的技艺，擦

亮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几十年

如一日的坚持，心里是甜的。

古韵新生 续写甜蜜
“黄岩古城的规模，早在唐上

元二年（公元   年）就已基本成

型，当时叫永宁县，距今已有1300

多年。”原黄岩博物馆馆长罗永华

说。在这个拥有100多件国家一

级文物的县级博物馆里，可以透

过时光的隧道，和古城相遇。

“天赐永宁”展馆内，根据县

志史料复原的古城沙盘里，护城

河内纵横交错的河流、街巷，正如

陈建华描述的那样。让罗永华感

到高兴的是，黄岩古城的记忆将

会有更多人去守护。“在黄岩城市

发展的规划中，古城墙的修复已

纳入其中，北边的拱宸门将重建，

南面的迎熏门遗址将进行保护性

修复，黄岩古城将用新的方式回

归，续写历史，赓续文脉。”

事实上，黄岩古城新生的大

幕早已拉开。2019年，黄岩启动

官河古道工程建设，并将其作为

城市建设的“一号工程”。2023

年1月，历时4年，一条沿着护城

河供市民日常休憩的滨河慢行

步道全线贯通。这是属于黄岩

人的幸福“甜甜圈”，日常休闲、

娱乐的需求都可以在官河古道

沿岸得到满足，更别提夜间漫

步，听蛙叫虫鸣，看白鹭翻飞，是

怎样一种惬意。

这种惬意是可分享的。“官

河古道串联起了五洞桥、官河水

街、鹭洲树屋、橘源桥等12处景

观，为黄岩城区文旅融合发展添

砖加瓦。”黄岩区文化体育旅游

局副局长王国辉说，相较于西部

山区原生态的山水，黄岩城区的

文旅有潜力可挖，“包括官河古

道、博物馆、图书馆、朵云书院、

东禅酒厂等地标，我们正在引

进、培育更多年轻的业态，将公

共文化空间转化为优质的文旅

空间，吸引更多人走进黄岩，感

受千年永宁的魅力。”

历史沉淀于舌尖，又是另一

番滋味。在“糯叽叽、鲜嗒嗒、甜

蜜蜜”的台州美食持续走红的当

下，黄岩也亮出了自己的美食名

片。“国庆期间，台州美食节在黄

岩举办，6天70万人次800万元

销售额，排在销量榜前六的，都

是黄岩的美食。”黄岩区餐饮行

业协会会长王以洲说，“黄岩本

地的美食和食材密不可分，宁溪

的豆腐、沙埠的芋头，还有特色

仙人鸡，保留最传统家烧的做

法，才是地道的黄岩味道。”

不论是历史里的、文脉里

的、街巷里的、传承里的，还是舌

尖上的，黄岩古城的点点滴滴，

跨越时空，以各自的方式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或凝于

物，或聚于心的印记，似微光，点

亮了城里的万家灯火。而这座

甜了千年的城，仍在续写着她的

甜蜜，并期待着与更多的你相

遇，直到，你亦成为她的印记。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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