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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诸葛晨晨文/摄
近年来，在台州各大演出活动中，来自

全市基层的舞蹈队用优雅的舞姿，不断舞出
了排舞艺术的“新高度”，让观众颠覆了对排
舞的认识。随着基层文联文艺阵地建设、打
造“三团三社”品牌团队等群文工作的推进，
如今在台州，排舞有着扎实的受众基础。

群众舞蹈收获高人气的背后，离不开
不计其数的基层群文工作者默默无闻的耕
耘与付出。温岭舞蹈老师任佳君就是其中
一员。

任佳君是一家艺术培训机构的创始人，
教学舞蹈已有16年。这位80后老师，有各个
年龄层的学生。以平常心干平凡事，成就别
样的艺术之路，不妨来听听她的故事。

舞蹈老师的台前幕后

任佳君从小就热爱唱歌跳舞，中学毕业
后报考了学前教育专业，立志成为一名舞蹈

老师。
2006年，任佳君进入温岭市青少年宫实

习，并获得第一份工作，教少儿中国舞。
任佳君性格活泼外向、说一不二，同事

们会善意地开玩笑，说她“天生自带女强人
气场”。事实上，这个年轻人也不甘于现状，
想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2009年，任佳君离职准备创业，做的是
老本行——艺术培训。她相中了温岭城区
人民路文沁公园附近，租了六七十平方米
的临街店面办学校。那时，她身兼数职。上
课了，她是舞蹈老师；下课后，她自己发传
单、招生。

在青少年宫工作期间，任佳君与一个教
跆拳道的东北小伙结缘，最后走到了一起。

成家立业后，任佳君的事业也迎来转
折，从一个创业路上的“孤勇者”转为夫妻携
手并进。一个善舞，一个能武，于是他们新开
的培训机构取名为台州市舞伽武艺术传播
有限公司。

创业的日子，有甘有苦，很充实。好在培

训学校越办越顺利，陆续在温岭多个乡镇开
了分校。

除了教学，为学生编创舞蹈，也成了任
佳君工作的一部分。她积极创作和编排舞蹈
作品，多次指导学生参加温岭市中小学生艺
术节并获奖；每两年，她的培训机构会举办
成果汇演，尽可能实现每个喜欢跳舞的孩子
的舞台梦。

很快，任佳君的才能被温岭市文化馆的
曹静怡（现任温岭市文化馆副馆长）发掘。她
加入曹静怡舞蹈名家工作室，成为温岭市文
化馆馆办团队曙光艺术青年团的常驻成员。

近年来，她多次随队登上重大演出舞
台，参与了“永远跟你走”台州市百场巡演主
题文艺晚会、“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温
岭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文艺晚会和温
岭市新春团拜会等大型演出。

她还多次参加省、市级舞蹈比赛，群舞
作品《大奏渔鼓情》《阳光温岭》《阿婶合唱
团》等在浙江省排舞大赛、台州市群舞大赛
中斩获亮眼成绩。任佳君还积极随团队下乡
巡演，将曹静怡舞蹈名家工作室创排的《茉
莉花》《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优秀舞蹈作品送
到群众家门口。

人生的体验是无形的财富。对任佳君而
言，加入名家工作室以来，一次次登台竞技、
收获荣誉，都是突破自我的好时机。每一幕
台下排练的场景，领头人曹静怡以及团队成
员们对舞蹈艺术展现的热爱和匠心，让她更
加相信舞蹈世界是自己的心之所向。这些无
形的财富，也为她的艺术人生开拓了越来越
广阔的空间。

人人舞，人人美

这两年，任佳君几乎把自己和学生们
“绑”在了一起，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教学、编
舞、排练、演出，很少有休息的机会。

面向青少年群体，除了机构的日常教
学，舞伽武的教师团队还负责温岭市多所小
学的舞蹈社团课教学。自 2009年开始，任佳
君常年兼职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的中国舞
老师，并参与该校大型文艺汇演节目创排。

近年来，任佳君还加入温岭市文化馆的
公益培训教师团队，参与群文舞蹈普及工
作。2020年，该馆启动“乡村艺校”，教学范围
覆盖辖区16个镇（街道）综合文化站、200余
家农村文化礼堂，任佳君的工作节奏愈发紧
凑起来。

在基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任佳
君发现，近年来，温岭各乡镇（街道）陆续成
立了排舞队，排舞作品需求很大。作为老师，
她经常为这些排舞队创排作品。没课的时
候，任佳君会把自己关在练功房里个把小
时，一会儿对着镜子边跳边想动作，一会儿
伏地沉思，在本子上画队形图。

渐渐地，任佳君创作出了各类题材丰富
的排舞作品。如石桥头镇的《绝世舞姬》，汲
取敦煌元素，演员们的仙子造型吸引了台下
观众；而太平街道、城南街道的《赤伶》《再题
八咏楼》，演员们踏着古典的音乐翩然起舞。

“舞蹈创作是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看
到学员们在舞台上出色演绎自己创作的作
品，我打心里为她们感到自豪。”任佳君说。

因为丰富的工作经历，她成为浙江省舞
蹈家协会会员、台州市舞蹈家协会会员、温
岭市舞蹈家协会理事。

收获的同时，任佳君仍不断进修，每年
参加各级舞蹈家协会组织的舞蹈培训班，

“舞蹈老师熟练掌握传统教材后，要以此为
基础不断更新，保持与时俱进的教学水平，
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工作者”。

舞蹈老师任佳君：台前幕后初心不渝

●台州市图书馆

》》云水展窗

丹枫迎秋 桂香满城——中秋
传统美食展

【时间】8月31日-9月29日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中庭

》》纪录片分享会

纪录片《冰的秘密》

【分享嘉宾】彭 灵
【时间】9月9日（周五）晚上6：30
【时间】台州市图书馆一楼读者沙龙

》》和合约书·好书共读

博物馆奇妙物语：知中外，阅
古今

这里汇聚了人类创作的无数璀璨瑰
宝，这里充盈着艺术和知性。

博物馆用色彩和文字讲述美，引领
游人领略艺术，使参观者获得一种由人
类集体完成的，并且以美学形式表达的
精神体验。

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地欣赏在
岁月中沉淀的永恒大美，惊叹匠人的高超
技艺。

博物馆并非停滞不前，它所珍藏的文
物也非静止不变。学者们仍在不断地发掘
文物中潜藏着的零星片段，并用其填补历
史的空缺。

本期推荐博物馆主题图书，邀您漫步
于历史河畔，追寻前人故事。

【时间】9月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二楼普通文献阅

览室（一）

●台州市文化馆

第30期公益艺术培训“文化超
市4.0”线下课堂

【时间】7月-9月
【地点】台州市文化馆

●台州市博物馆

》》中秋特辑

天凉好个秋

【时间】9月10日（周六）上午9：30-11：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三楼大工匠教室
【参加对象】15名7-9周岁学员
【活动内容】炎热渐消，夏季悄然与我

们告别，秋意席卷而来，自然界万物从繁茂
成长趋向成熟萧索。秋天的气候分为两个
阶段，初秋闷热，仲秋后趋向凉爽干燥。这
周末，走进台州市博物馆，了解秋天的6个
节气，感受秋意。

品中秋 做月饼

【时间】9月10日（周六）下午2：30-4：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三楼大工匠教室
【参加对象】10组亲子
【活动内容】中秋佳节到，赏月、吃月饼

是传统习俗。宋代，中秋节被赋予了团圆的
内涵，“团圆节”这一说法正是源自北宋。如
果你还记得北宋文学家苏东坡的《水调歌
头》，你就能明白北宋人对中秋节的理解多
么优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个
周末，一起做美好的月饼果子，体验宋人的
优雅。

提玉兔 赏月明

【时间】9月11日（周日）上午9：30-11：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三楼大工匠教室
【参加对象】15名7-10周岁学员
【活动内容】中秋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

一，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身处异乡的游
子，通过各种民间习俗寄托思念故乡、思念
亲人之情。在圆月之下，做一盏玉兔灯，一
起热闹过中秋。

团团圆圆中秋圆

【时间】9月12日（周一）上午9：30-11：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三楼大工匠教室
【参加对象】15名9-12周岁学员
【活动内容】团圆是什么？有人说，团

圆就是天各一方，还能吃到的家乡味道；
有人说，团圆就是彼此陪伴，一起走过风
风雨雨；有人说，团圆是不管在哪，心里
都想着对方；还有人说，团圆就是我们携
手，一起演绎百味生活……这个中秋，我
们一起相聚台州市博物馆，制作一套榫
卯结构桌凳模型，与家人共度其乐融融
的中秋佳节。

任佳君指导孩子们跳舞。

本报记者陈伟华文/摄
白露时分，天气微凉，我们一行人直奔

久违的黄岩西部山区茅畲乡。
山泉苔藓，古道绿荫，松涛鸟鸣……这

里的老百姓，过着一种悠闲自在的田园生
活。长久的山居生活，让人梦想成为诗人或
画家，用简洁而明快、朴素而纯雅的笔墨，勾
勒出云淡风轻的闲适日子。

古道探幽

古道，藏匿于茅畲乡静谧的山水间。它
们或傍溪依涧，或盘山越岭。昔日，这里是古
代商贩的“云端丝路”，现如今，这里成为户
外爱好者的“运动天堂”。

茅畲的东面有两条古道，直通沙埠、院
桥和高桥三地。一条是“大礼岙岭”古道，从
大礼岙出发，途经唐山王，直至沙埠；另一条
是“沙埠岙岭”（茅畲岭或茅沙岭）古道，从上
庄出发，途经下园，直至沙埠、院桥。

西面有三条古道。第一条是“平坑岭”古
道，从西泉岙里，经过平坑，到平田乡里龙村
等地；第二条是“响岩岭”古道，从平坑的龙
潭背，经过鸟山的草鞋爬坪，到平田，到乐
清；第三条是“船山岭”古道，从西泉广严寺，
经过牛游塘，到平田和北洋等地。

北面有“杨岙岭”和“九寺岭”古道，经过
杨岙岭头到林家桥，再经过九寺岭（九屿岭）

到三官堂，最后去往黄岩城区方向。
当天，我们行走于南面的“温州岭”（又

名台温古道、黄乐古道）。这是一条始建于宋
代，穿越“时空隧道”而来的古道。它由黄岩
茅畲通往温州乐清，系南北走向。它一分为
二，一条始点是上横，途经山卡，最后到达乐
清；另一条的始点也是上横，途经岭石犬，目
的地是乐清智仁乡赵家辽等地。

我们脚下的这条古道，路面大约宽两米，
由大小不一的天然块石铺筑而成。古道沧桑，
草木葳蕤。石板路贯穿于葱茏绿树之间，满目
尽是苍翠，路面有高有低、平仄不一。

古时候，这条山道沟通了黄岩与乐清之
间的交通，也为两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
桥梁和纽带作用。

古道，是古人翻山越岭、用脚步丈量出
来的。它是人文坐标、文化载体，还是遗存的
历史符号。如今，古道的文化、社会和生态功
能日益凸显，不知不觉成为人们走向自然的
通道之一。

“古道可以将景区串连起来，让人们走进
森林，享受休闲旅游，让好风景成为村民好

‘钱景’。”黄岩区农业农村局干部牟国满说，
让古道成为城市和乡村的特色标识、居民的
时代记忆，让城乡居民通过走古道“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很有意义。

多年来，他与茅畲乡一些有志之士一
道，发挥古道的桥梁纽带作用，带动茅畲文
化旅游、森林康养和体育运动等产业融合发
展，希望用森林古道打通千山万岭的“经
脉”，拓展共同富裕的“新通道”。

一条古道，见证了一方水土的变迁，还
凝结了一代代人的智慧。

碧潭揽胜

“山因水而活，水因山更幽。”在茅畲，群
峰高耸，峡河幽深，这些溪河或湍急奔腾，或
流水潺潺，或欢歌细语。尤其是暴雨过后，无
山不瀑，无水不奔。千山万壑，到处迸溅着瀑
布的浪花，震荡着飞泉的涛声。

“扬波激石古澄潭，父老传闻灵圣涵，试
问到今龙在否，祈施霖雨偏东南。”古有诗人
曾雅集于“石门圣潭”，并以此诗写其美，给
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上横南岙口通往山卡村的山间古道
上，途经普利古桥，看到桥下有一水潭，它就是

“石门圣潭”。相传古时候，天旱之年，当地百姓
会聚集在此处，祈求风调雨顺、四季平安。

“石门圣潭”总面积大约 200平方米。它
的中间有一道天然石槛，把两面石壁隔开，
使之成为内外两潭。这两面石壁，看上去犹
如两扇大门，故称“石门圣潭”。

沿外潭的石壁攀援而上，可到达石槛。

站立在石槛上，潭内佳景尽收眼底。潭水清
澈，潭底鱼蛙游动，水波粼粼。外潭两岸竹木
郁翠，禽鸟低吟。内潭呈圆形，悬崖峭壁，高
数丈，潭水深不可测，隐约可见水下崖底之
洞穴。

在上方的内壁崖顶，一弘飞瀑奔泻而
下，犹如万斛明珠倾入潭中。清光绪三十一
年，有人在石门崖顶的岩壁上留下“石门圣
潭，永禁毒鱼”的石刻。至今镌刻上面的文
字，仍依稀可见。

石门上方的古道旁还耸立着一奇岩，
叫“奕棋岩”。经过此处的游客，必定会驻
足观望。它由上、下两块巨石叠合而成，犹
如“不倒翁”，历经千百年风雨，依旧岿然
而孤傲。

在“石门圣潭”的下方，建有龙王宫；潭
的上方，则有天然的“龙桶”。传说“石门圣
潭”的潭底有一洞穴，可通往乐清大荆的石
门潭。

奇岩寻踪

茅畲四面环山，中为盆地。山卡村，就坐
落于该乡海拔 400多米高的山上。这里是抗
元英雄牟大昌、牟天与抵御外辱、浴血奋战
之处，也是“革命老妈妈”章学英送信的地
方，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近年来，山卡村修建了 7.5公里的山顶
便道，修复了 4公里长的温州岭古道，新建
了“山卡关”仿古城楼，以及山卡革命纪念
馆等一批旅游设施和项目，总投资 500 多

万元。
新建的仿古城楼，总长度为 53米、高 7

米，中间宽 7米，两边宽 3米，中洞高 6.1米、
宽3.1米，两边洞高5.9米、宽2.9米。

行走于城墙上方，我们恍若来到相隔千
山万水的“山海关”。伫立于“山卡关”的城墙
上，远眺高耸入云的眉山，只见有一孤峰突
起，酷似古代美女的形体。峰以形名，呼为

“石新妇”。看上去，“石新妇”头挽发髻，延颈
削肩，俏丽俊美。遇云遮雾绕之时，峰石就更
显得姿影婆娑。

当地人还为这一胜景编织了一个凄美
的传说——古时候，一名新妇携丰厚的嫁
妆，怀着对新生活的希望，从乐清老家出发，
赴黄岩成亲。途经茅畲眉山时，惊闻丈夫要
与他人成亲，新妇潸然泪下，两脚一软，在眉
山上再也走不动了。后来，她就化成了一座
秀丽的山峰。

在“石新妇”不远处，还有穿心岩。它拔
地依天，宛若一道通天的门户。这一胜景，
吸引着历代隐贤逸士、文人墨客前来探访
游赏。

在眉山西巅，还有一具大岩座，远观如
古时朝官的乌纱帽，高达数丈，因此人称“纱
帽岩”，又称“幞头岩”。站立在岩顶上，可以
远眺东海景观。

“诗者，天地之心也。”在茅畲山间，我们
欣赏着一道道风景。那辽阔、无边的山水，引
领我们去品尝诗境、体悟诗心、洞悉诗魂。人
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要始终保持一颗真
实、善良和豁达的心，人生处处是风景，生活
处处皆诗意。

黄岩茅畲：山乡处处皆诗意

本图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