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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壶黄酒，“掀开”校地合作新篇章
◎ 通讯员 文/图 张百媚 徐斌

从“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

去”李白式的豪迈挥洒，到“问我今何去，

天台访石桥”，白居易的不辞万里等等，

在古代的很多文人心中，诗与远方就在

天台山。12 月 7 日开始，浙江天台山旅

游集团在诗路文化数字馆、天台山大瀑

布景区内举办了面向所有游客的“跟着

诗词游天台山”诗词挑战活动。

中华第一高瀑瀑布飞流直下，如银

河倾泻，每一滴水珠都蕴含着自然的

诗意。在这里，置身于“飞流直下三千

尺”的壮观景象中，感受诗意盎然的山

水世界。

首位挑战者以流利的语速成功背诵

了史上第一篇写天台山山水的游记——

东晋文豪·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全文，赢

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之后更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十

几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正在挑战抽题

接诗。“欢迎您来到天台山诗词挑战活

动。您随机抽取号码，我朗诵诗词的上

句，您对出下句。请听题，您的上句是，

醉后不忧迷客路，请接下句。”主持人向

来自中国台北的游客王先生提问。王

先生仔细回想，从容答道：“遥看瀑布识

天台。”顺利挑战成功，获赠天台山文创

纸扇。

位于天台山大瀑布入口处，一座科

技与古典交融的殿堂，通过数字化手段

重现了天台山的诗意之路。漫步其间，

仿佛穿越千年，与诗仙、诗圣等文人墨客

并肩，共赏“身到天台似故乡，贪看瀑水

溅衣裳”的静谧之美。

诗路文化数字馆的一角，传来朗朗

吟诵声。“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

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

明、天台⋯⋯”游客许周邓一字不差地背

诵出《游天台山赋》全文，其流利程度引 发在场游客的集体鼓掌喝彩。“我平时有

空就会读一读天台山的诗词，觉得写得

很美很壮阔，可以怡情养性。这回刚好

派上用场，还能拿到奖品。”许周邓手持

“天台山景区大礼包”高兴地说。

在诗路馆内，数字化科技演绎，让唐

朝三百多位诗人到访天台，所写下的诗

词、歌赋以及历史故事，得以栩栩如生地

重现。馆内每一处都有唐诗之韵，踏上

这条唐诗数字化的探索之旅，与唐诗的

悠悠韵律不期而遇，引来众多游客排队

参与。

为推广此次“跟着诗词游天台山”活

动，天台山景区制作活动海报和宣传册，

在景区入口、售票处等显眼位置进行线

下宣传，在视频号线上定期发布游客背

诗的精彩瞬间、幕后花絮、诗词解读等内

容，吸引大批粉丝关注。

挖掘诗路遗存，深耕诗路文化，以诗

融合文旅，让游客不仅体验到“诗词变

现”的快乐，还能感受到青山绿水间的

“诗和远方”。

据了解，诗词挑战赛将常态化进行，

在景区营业时间内直接前往天台山大瀑

布或天台山诗路文化数字馆内，即可参

与并赢取奖励。

会背诗，畅游天台山真的不用花钱

碧波粼粼的河湖港溇、烟气笼阁的

明清古桥、粉墙黛瓦的老旧台门和悠闲

摇曳的乌篷小船以及四处飘散着的绍兴

黄酒醇厚的芳香⋯⋯这几天，来黄酒小

镇游玩的旅客，无不被小镇里水巷乌篷

和江南黄酒的独特气韵折服。

黄酒小镇一直致力于“文化赋能”。

近年来，黄酒小镇依托黄酒文化、优势产

业，持续探索校地合作，推进文旅深度融

合，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充分释放融

合发展的“乘法”效应，不断促进“艺术

范”“烟火气”快速回升，让更多游客慢下

来、留下来、住下来。

早在 2023 年 4 月，由绍兴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主办、绍兴黄酒小镇（东浦）开

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和绍兴艺术学校共同

承办的“党建领航 联建共建”绍兴市公

共文化服务基层联系点建设推进会暨黄

酒小镇文旅共建项目启动仪式隆重举

行。活动现场，黄酒小镇与绍兴艺校签

订公共文化服务协议。该项举措正式

拉开了黄酒小镇与绍兴艺术学校深化

校地合作的帷幕。根据双方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艺术人才培养、挖掘人文资

源、展示地方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旅游

新业态、探索文化艺术新项目等方面通

力合作，努力实现双方深度融合和高质

量发展。

校地搭台，群贤毕至。在这场黄酒

小镇与绍兴艺术学校的双向“奔赴”中，

双方皆不遗余力持续书写合作共赢的

篇章。

黄酒小镇依托自身场地资源优势及

地方传统文化沉淀，积极为艺校师生搭

建展示平台；绍兴艺术学校持续性开展

各类“小而美”的演出，扎实推进“文艺赋

美”工程，以多点、高频、流动的舞台打造

古镇艺术景观。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绍

兴艺术学校开展专业性汇报演出7场、文

艺赋美演出 25 场以及研学游助演 8 场。

一场场汇聚现代艺术与传统文化的盛宴

为黄酒小镇带来勃勃生机。

一个个平台，一场场活动，一连串

成果，不仅是黄酒小镇高度重视、支持

本地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体现，也

是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

佐证。

面向未来，合作篇章不止于此。双

方将以共同推动校地合作落地开花、广

结硕果为目标，谋划多领域、多层次的合

作，如：不断完善和丰富“文艺赋美”等演

出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为小镇送艺术、送

文化，持续放大“文商旅融合发展”综合

效益；借助黄酒小镇平台、体制优势，开

展更广泛的巡演交流，为传承和弘扬绍

兴黄酒文化开辟新的艺术路径；组织专

业团队，以黄酒小镇当地特色黄酒及红

色文化资源为灵感，打造能够生动展现

黄酒小镇独特魅力与精神内核的优秀艺

术作品。

◎ 通讯员 张宁 供图 天台山旅游集团◎ 通讯员 张宁 供图 天台山旅游集团

▲艺校越剧班学生在戏曲专场演出时
表演越剧《吕布与貂蝉·小宴》一折

▲绍兴艺校文艺赋美演出时器乐学生表演阮重奏，市民、游客朋友驻足观看

▲活动启幕现场便迎来了挑战成功者

▲游客正在挑战抽题接诗▲天台山大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