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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舞者”从不孤独

“2017年是我生命转折点，也是我研究山水诗舞的起点。”彼时
的丹雅来到了“中年逆境期”，面对事业、家庭以及生活里的诸多不
顺，丹雅也曾陷入迷茫期。为了摆脱痛苦，寻回内心的安宁，她便开
始四处游学，不断提升自己。在释放心中压抑，与自己达成和解的
同时，丹雅握住了一把领悟生命真谛的“金钥匙”。

“杨丽萍老师是我心中的女神，只要看到她的舞蹈，便能产生超
脱人世之外的情感。”起先，丹雅只是照着视频模仿她的孔雀舞，慢
慢地，她便从模仿中创新，她创立了具备自己风格的凤灵舞。一个
人的舞蹈固然略显孤独，但是千里马从不缺少伯乐的赏识。

经常在表演中或是课后，会有学生或喜欢舞蹈的朋友发信息告
知丹雅，说看到舞蹈视频心情很愉悦。每每此时，丹雅比拿到大奖
还开心，这也成了她坚持到现在的最大动力和信念，之后，便辞去工
作，全身心地投入了山水诗舞地的创作之中，成了一名全职舞者。

一次偶然的机会，丹雅和好友温州市流行音乐协会副主席陈
钢，在灵运仙境桐花节同台演出后，彼时丹雅还在为新创的舞种取
名而苦恼，陈钢真诚说：“你的舞蹈特别美，透出一种诗意的朦胧美
感，不如就叫山水诗舞，独一无二 ，开中立派，舞名奇缘有来。”在陈
钢的点醒下，丹雅开启了更多的灵感空间，对家乡的独特情怀加上
山水秀美，在参考诗人文字的寓意华美的同时，她的山水诗舞便呈
现景物人之魂，将艺术和文化及万物环境合一呈现。

后来，通过向业界前辈取经，查询资料以及到楠溪江采风等方
式，经过四年的摸索，丹雅融合现代舞、民族舞、敦煌飞天舞以及孔
雀舞等不同舞种，再结合山水诗内蕴，山水诗舞体系逐渐完备。

“我的山水诗舞有凤灵舞、自然舞、花舞、茶舞、醉舞等体系，我
结合当下环境和人物内心的意境来即兴演绎，在雅乐舞韵中展示山
水的旨趣。”

“我刚跳舞的时候，儿子并不是很理解我，但后来看我从中获得
了快乐，便默默成了我最忠实的伙伴。“说到此处，丹雅难掩喜色。
有了儿子的支持，丹雅的舞蹈之路越走越顺，渐渐地，她也有了专属
的拍摄团队，拍摄成员互不相识，来自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大家因
为丹雅地舞蹈而聚到了一起，他们纷纷举起相机，记录下自己镜头
里的丹雅，丹雅将这一段段优美的舞蹈传上自己的视频号，再顺着
小小的网络流淌到了各地，日渐增长的粉丝数与鼓励给了她无穷动
力。

渐渐地，这个在山水间翩翩起舞的精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
知，机缘巧合之下，温州市谢灵运研究会会长谢炳超也见到了丹雅
的舞蹈，便邀请她加入温州市谢灵运研究会，专门负责研究山水诗
舞。谢会长认为，”山水很美，但也需要文化来体现，语言文字固然
可以体现这一种美感，如果能加上舞蹈动作，这种美便更加清晰可
感了。”

当好文化传播大使

提到丹雅，上日川村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作为国际艺
术村，村内文艺活动繁多，而丹雅总是活跃在乡村舞台上。今年元
宵节的乡贤会上，丹雅既承担了主持的工作，同时还为村里的乡贤、
村民献上精彩的舞蹈。而这样的表演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村民周苹苹对丹雅再熟悉不过了：“只要我们村有活动，她都会
推掉手头的事情过来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永嘉人，是喝着楠溪江
的水长大，我自然要为家乡献上自己的一份力。”丹雅说道。

多年来，丹雅一直致力于文化传播，她以公益讲师的身份，活跃
在各个文化驿站。”

今年，丹雅还应屈原后裔、中国诗歌春晚总策划、总导演屈金星
的邀约，担当2023年第九届中国诗歌春晚舞蹈传播大使，“曾经在
永嘉书院诗歌秋晚上，我有幸见到了丹雅老师美轮美奂的水上舞
蹈，同时，她是我们中国山水诗舞的创始人，具有开创意义。”这是屈
金星从一众舞蹈家中选择丹雅作为舞蹈传播大使的原因。“

“丹雅就是大自然里的舞精灵，欣赏她的舞蹈很享受。“中国诗
歌春晚文旅顾问郭敬评价道。

”我这次带了《舞动长江》来绥江，想用舞蹈去展现长江水大起
大合的张力。”除了汹涌澎湃长江舞曲，丹雅还带来柔软、清新的《智
者乐水》，用飞天系的舞蹈来展现山水诗的画面感，将小桥流水的江
南韵味带到长江源头。除了在长江诗歌音乐会上献舞，丹雅还将跟
着大团队去全国巡演。“以前都是个人即兴创作去演绎山水的美丽，
接下来我将进行山水诗舞剧的创作，用群舞更好地发挥山水的壮观
和柔美。”丹雅说道。

一轮明月朗照，谢灵运于楠溪江畔泼洒的如珠诗句穿过千年的
时光洪流，顺着悠悠江水漂到丹雅的竹筏前，她轻轻拾起，远隔时空
与谢灵运四目相对，惺惺相惜的情感油然而生，这条跨越千年的文
脉正在以舞蹈的形式重新焕发光彩。

记者 李彩云/文 仇齐樟/摄
部分由丹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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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平地万堆雪，剪刻
作此连天花。在云南绥江
的万亩李花中，山水诗舞创
始人丹雅身穿白色曳地长
裙，发饰高耸入云，指尖一
拈，便见飞雪飘落，水袖轻
舒，如诗如画的山河景象便
被勾勒出来。

作为温州市谢灵运研
究会副秘书长、诗赋舞专委
会主任，丹雅一直致力于用
诗、舞结合方式来展现永嘉
山水的灵动、轻盈。近期，
她作为嘉宾出现在云南绥
江举办的首届李白花开节
诗歌音乐会上，以一舞动绥
江。

“草根舞蹈家“自创舞学体系

“我是个草根舞蹈家，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但这并不影响我热爱舞蹈，
以及把它作为我的毕生职业。”丹雅如是说。

丹雅原名周小丹，80后，“箬溪国际艺术村”（上日川）便是她的家乡。从
小就爱跳舞的丹雅，成了那只在“半村丹青 半村烟火”里自由舞动的“凤凰”。
纤细的腰肢、笔直的小腿、独特的气质让她即使在走大街上，也能被轻易认出
其舞者的身份。“因为身体和曲线的优势，上天赋予我的独特属性便是舞蹈。”
每一位舞蹈家的身上都不免会有大大小小的伤痛，从8岁就开始跳舞的丹雅
也不例外。”我最早是学民族舞的，后来又修了高级瑜伽师，禅舞、孔雀舞、敦
煌飞天舞等。”对舞蹈的执着，丹雅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

丹雅轻轻撩起裙角，只见脚腕处突出的骨头肉眼可见。“我的两只脚都骨
折过，有一次因为群舞演出比赛不能因为我拖后腿，就一边打着石膏一边继
续排练。排练过程中一只脚受力过重导致另一只腿旧伤复发，最后演出时两
只脚都是打着药饼，像个丑小鸭。”提到这些过往，丹雅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
容，对她而言，曾经为舞蹈而吃的苦都是现在最甜的蜜。她将伤痕化作酒窝，
把舞蹈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在上日川村的箬溪旁，在石桅岩楠溪书院的亭
院里，在狮子岩的落日余晖中，甚至在灵运仙洞的水瀑仙石上都曾留下过她
翩然起舞的倩影。

”我从事教育十几年，后来做过5年企业管理，但舞蹈从未拉下。“在她身
上，这段经历融合了舞蹈所需要的柔美肢体与刚毅品质。”人们常说音乐能疗
愈，但我觉得舞蹈同样可以起到释放和解压的作用。“对于丹雅而言，伴随音
乐翩然起舞，便能和天地融为一体。但是跳舞从不是独立存在的，同样需要
文化与灵感的滋养。抚琴、品茗、读诗便成了她的日常。“舞蹈算是一种输出，
就需要大量的内容输入，那诗歌无疑是最充沛的灵感来源。”

提到山水诗舞的创作灵感，“四年前，我偶然间读到谢灵运的‘岩下云方
合，花上露犹泫’时，突然感觉豁然开朗，特别想用舞蹈去展现。”丹雅说，“山
水诗的遣词造句，就像舞蹈一样充满韵律，而永嘉的山水不仅具备灵动的自
然之美，还有丰富的可供挖掘的文化底蕴。”于是丹雅便将自己想象成山水诗
中的意象，将丰富的旨趣凝练成一个个优美动作，再配合舒缓、轻盈的音乐舞
动，于是便有了一舞动绥江的“山水诗舞”。

“我的舞蹈没有固定框架，随环境、心境的变化而变化。”山有万象，水亦
灵动无形，这和舞蹈用有形的框架展示无形意境不谋而合，丹雅结合大自然
万物皆有灵的元素，以天地、山水为舞台，结合当下的环境和人物内心的意境
展现的即兴演绎，表现了对当下的情怀和灵魂的倾述，100次演绎便会有100
次变化，诗意皆在雅乐舞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