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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场场舞舞””里里的的
现现代代集集体体主主义义

有这样一种没有归类
的舞蹈，以中老年妇女群体
为主，配乐没有固定节奏，
可能是动感的“神曲”《最炫
民族风》，也可能是旋律优
美的《我从草原来》，声音多
半是铿锵、霸道的高分贝，
活跃在夜色渐浓的城市广
场、农村空地中，在当下中
国空前流行。

广场舞——— 这种舞蹈
拥趸众多，却从未像当下
这般引起争议，上升到社
会问题的高度。鸣枪、放藏
獒、泼粪、高音炮……激烈
对抗诞生了诸多极端驱赶
事件。从历史的时代进程
与中国式集体主义语境中
分析，或许能找到广场舞
的发源。

今年5月29日，女童保护项
目发布《2013年—2014年儿童
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情况
报告》，统计显示，192起曝光的
性侵儿童案件中，至少有106起
发生在乡镇、农村地区，这些地
区 留 守 儿 童 较 多 ，占 总 量 的
55 . 21%，仅留守老人性侵儿童
案件就有16起。

“乡镇、农村地区确实是重
灾区，习水县留守儿童较多，确
实发生过留守儿童遭遇性侵害
的事件。”孙雪梅分析认为，一
方面是乡镇农村地区的未成年
人安全保护工作较为薄弱，另
一方面，留守老人的身心健康
也亟待政府部门和民间救助。

女童保护项目进行的调查
显示，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小学
阶段的防性侵教育普遍存在缺
失问题。

“女童保护项目对235名小
学男生、219名小学女生进行的
调查显示，仅有17 . 58%的孩子
知道什么是性教育，60 . 88%的
孩 子 不 知 道 何 为 性 教 育 ，
21 . 54%的孩子选择‘似懂非懂
(知道一点点 )’。”女童保护项
目工作人员李婧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受访的父母职业40%是在
外打工者，33 . 48%为农民。

7月7日，孙雪梅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近日发生的性侵案
件显示，遭遇性侵的女童多数
为留守儿童或者单亲儿童。“这
再一次印证，家长保护和知识
匮乏的缺失，使得性侵案件多
发。”

面对“如果遇到有人不经
你和家人允许，要摸你或有其
他动作时，你知道该如何求助
和自救”的问题，有23 . 6%的孩
子选择“不知道”，在选择“会”
的76 . 4%的孩子中，44 . 3%选择
了“大声呼喊”。

女童保护项目的工作人员
李婧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实际
上，性侵犯罪的可能发生地域
有公众场所和密闭偏僻场所两
类，如果儿童在密闭偏僻场所
大声呼喊，可能会导致性侵者
临时起意杀害孩子。由于缺乏
系统、科学的授课，儿童对防性
侵知识的一知半解，在特定情
况下，会危及自身安全，造成恶
性后果。

女童保护项目认为，政府
保护女童的工作做得仍然不到
位。2013年性侵儿童案件不断
曝光后，教育部、公安部、共青
团和全国妇联联合出台《关于
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
作的意见》，要求各地教育部门
和寄宿制学校对女生宿舍实行
封闭式管理，要通过课堂教学、
编发手册等形式开展性知识教
育，教育女学生了解预防性侵
的知识，遭遇性侵犯后懂得如
何寻求帮助。

因为缺少自上而下的权威
教案和标准，使得地方试图推
进意见落实却无从着手。

其中有两个原因。意见还
停留在提倡层面，而不是强制
性规定。这导致各地受到客观
条件、主观意愿的限制，政策落
实程度不一，效果难以保障。孙
雪梅向齐鲁晚报记者分析，在
多起性侵儿童案件中，学校、家
长都没有教授孩子如何防止性
侵，“事情持续这么多年，学校
竟然毫无举措。”

“更大的问题在于，我国目
前还没有一部经专家撰写、科
学论证的全国性防性侵教材教
案，这一领域在全国层面仍为
空白。因此，虽然广东等地方教
育部门陆续出台性教育或防性
侵的读本，但缺乏权威性、标准
性、可推广性，导致儿童安全教
育 的 地 方 实 践 只 能 停 留 在 一
地，甚至可能是一届教育部门
主管领导的任上。”孙雪梅不无
担忧。

自上而下的

标准缺失

上接B01版

相互理解

“广场舞大妈”从不缺少新
闻。

据《现代快报》7月10日报
道，8日晚，江苏徐州珠山景区旁
的道路上，不断有暴走团疾行而
过，他们呈方队出行，少则几十
人多则上千人，大大小小的方队
有几十个。暴走团以中老年人居
多，成员多是广场舞大妈转型去
的。由于暴走团经常占用机动车
道，干扰正常交通，和车主发生
矛盾，因此不少市民呼吁对暴走
进行规范。

最近的一则和“广场舞大
妈”相关的新闻发生在广东清
远江滨公园，在这处属“兵家必
争之地”的区域，一支广场舞队
伍和一支交谊舞队伍相遇，两
种不同风格的队伍擦出了“火
花”。这两支队伍因跳广场舞争
地盘，五个晚上四次惊动民警。

网友“加菲猫在香港”拍摄
的“中国大妈”穿着红色上衣，
搭配黑裤子，动作整齐地在卢
浮宫广场跳广场舞的照片，更
是在互联网上迅速蹿红。

如往常一样，争议一直伴
随着在舆论涡流中反转旋回的

“广场舞大妈”，不管是在光怪
陆离的网络还是火药味十足的
现实。

2013年至今，仅媒体报道
的“广场舞事件”已有十余起。

从南京广场舞活动场地被
泼粪，到成都一住户向跳舞人
群扔水弹，甚至北京一人放三
只藏獒冲击跳舞人群，双方矛
盾不断升级。

将这种对抗推上风口浪尖
的，当数温州“高音炮事件”。
2014年3月29日，温州市中心新
国光大厦业主委员会因不堪广
场舞噪音所扰，自发垫资26万
元买来高音炮“还击”广场噪
音，此事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新国光大厦共六幢楼，有
600多户常住居民。居民反映，
近两年来，这些歌声和广场舞
的“低音炮”，每天马拉松似的
从早6时到晚10时轮番“轰炸”。
后经协调，居民将“远程定向强
声扩音系统”拆除。

如今，有人将这些引发矛
盾的广场舞大妈“诟病”为“自
私、贪小便宜、倚老卖老、蛮不
讲理……”

每当听见这样的声音，刘
江心里就有一种想站出来说一
说“公道话”的欲望。刘江有着
和广场舞大妈相仿的年纪，“同

一年代”也许是外人对刘江理
解广场舞大妈原因的误解。从
他自身来看，他对跳广场舞的
人群和因此而反感提意见的人
都是一种态度：“相互理解。”

时代进程中的

“广场舞”
广场舞为何在褒贬不一的

争议中依然如此被人热衷？中
国式集体主义的社会环境，似
乎能够解释清楚。

广场舞并非现代社区的产
物。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陕北
的“新秧歌运动”显然就是一种

“中国特色广场舞”。那个年代，
陕北要对治下的社会组织进行
彻底改造，通过乡村社会再组织
化的过程，在民众中间建立全新
的社会组织和网络，从而获取无
与伦比的资源汲取能力。

“中国特色广场舞”的动员
意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中国被放大到极限。“文革”时
期的“革命群众”，在广场上、大
街上乃至乡村的禾场上跳“忠
字舞”，以表现他们对革命及领
袖的忠诚。

“忠字舞”动作简单，参与
者齐刷刷做出一些挥拳头、掏
心窝、指方向、朝角落里踢坏蛋
的动作，无需舞蹈基本功和专
门训练，易学易会。

如今，在《山楂树之恋》这
样的电影中还能找到当年的痕
迹。电影拍摄时，张艺谋特意找
来了“忠字舞”的亲历者孙月
华，孙月华明白，张艺谋找她的
目的，是想让她教给年轻演员

“‘文革’的气质、情感和精神面
貌”。

“忠字舞”消失几年后，官
方开始“严打”和“清除精神污
染”运动，1980年6月和1983年5
月，公安部、文化部先后两次下
发《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
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要求

“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
场所，禁止聚众跳交际舞”。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禁
令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如今，风靡全国的广场舞
也不完全是自发组织的活动，
各类体育文化规划、指标成了
推广广场舞的有力“推手”。

在各类广场舞中，最有名
的当数“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
操”。

2008年，佳木斯市退休干
部于继承在扭秧歌过程中突发
灵感，结合当时健身人群的特
点，融合了体育、舞蹈、健美操
等多种运动，发明了这套在行

进中做的健身操，并为它配上
了欢快的伴奏音乐。

此后，佳木斯市体育局成
立专项推进组，请来相关专家
就原有动作根据人体生理规
律、运动负荷等原理进行编选、
设计、创编，形成了第四套“快
乐舞步健身操”。

2010年，为了迎接黑龙江
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由时任佳
木斯市委书记林秀山亲自将这
套“行进间有氧健身操”命名为

“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在
黑龙江省运会开幕式上，“快乐
舞步”以3000人豪华阵容惊艳
亮相。之后，佳木斯市政府将此
操作为机关干部的工间操带头
普及推广。2011年，“佳木斯快
乐舞步健身操”被黑龙江省体
育局列为全省全民健身重点推
广项目。

2012年，国家体育总局举
办为期一周的“佳木斯快乐舞
步健身操”第一期全国培训班，
来自全国30个省份的60名学员
参加培训。这开启了地方兴起
舞种经国家级部门确认，以辅
导班形式推向全国的新模式。
同时，辅导班被各省级、市级单
位采纳，源源不断地培育广场
舞指导员。

背后“推手”

在刘江“服务”的社区里，
热衷于广场舞的带头人也曾经
到文化、体育部门接受过培训、
指导。

“从2006年刚入住新建成
的小区，这个健身舞的小组就
有了，起初是居民自发组织
的。”刘江说，广场舞小组的
负责人是学校退休老师，她自
己先从一些影像制品上学习
广场舞的跳法，然后拿着家里
的录音机在社区居民楼旁的
小广场跳，慢慢地，人就越来
越多了。

不过，由于小广场紧挨着
居民楼，录音机喇叭里的音乐
很快成了其他居民的噪音。

“一些居民当时到社区居
委会提意见，反对跳广场舞。”
刘江回忆说，从那以后，这种矛
盾就再也没停歇过，“因为广场
舞一直没有停下过。”2010年左
右，靠近社区商业街的一处广
场建成，刘江将广场舞小组的
活动地点挪到了那里，并专门
给小组配备了电源、音响等设
备。

在广场舞活动时间上，居委
会对广场舞小组有着严格的“限

制”。刘江说：“晚上一般是7点半
至9点，早上是8点以后。”

之所以如此热心帮着广场
舞小组找地方、换设备，除了想
缓和社区邻里矛盾，刘江也确
实觉得：广场舞挺适合老年人，
在快乐中锻炼身体，又能相互
交流结识朋友。

2005年开始的创文创卫活
动，以及北京奥运会的全民健
身活动，从国家层面为行政力
量推动广场舞提供了土壤。在

《全国文明城市数据指标细则》
中，对群众体育的发展有明确
的要求：“业余群众文体活动团
队数量每街道不少于15支；区
级大型广场文化活动次数每年
不少于八次。”

当然，除了基层社区居委
会，各级政府部门也对广场舞
举双手赞成。

《山东省全民健身实施计
划(2011-2015年)》中提出了具
体指标：未来五年，山东省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要达到总人
口的35%以上；城乡居民《国
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率达
到 9 0 %以上。计划要求大力
发展老年人体育。建立健全
各级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
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人体育
活动。不断创新适合老年人
特 点 的 体 育 健 身 项 目 和 方
法。加强老年体育健身教练
员、辅导员、裁判员和骨干队
伍建设，重点扶持一批在全
国有影响、有特色、有水平的
老年体育健身团队。

赵丽莲是滨州市滨城区
文化旅游新闻出版局的培训老
师，2013年12月份，经过全省文
化广场辅导员培训班的学习，
赵丽莲学会了包括秧歌、少数
民族舞、现代舞、健身操、恰恰
等七套广场舞蹈。

为让更多人尽快学会广场
舞，赵丽莲决定对广场舞进行
改编，编创适合农村、社区中老
年人的全新广场舞。通过查阅
资料、搜集各种民间广场舞素
材，选取、借鉴群众能接受的动
作，综合群众的年龄阶段和舞
蹈基础，她把动作进行重新组
合，把“一套”广场舞变成了不
同版本的广场舞，改编成难易
适度、老少皆宜、适合不同群体
的广场舞。今年1月份，赵丽莲
在当地西大王村举行了第一站
广场舞培训。从那以后，村民的
热情被点燃。

近年来，为规范广场舞发
展，各地纷纷成立政府牵头、文
化带头人为主、社会力量参与
的广场舞协会。

对广场舞延伸出的社会问题的争议远大于其本身。 (资料片)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朱洪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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