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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其实在大妈的

世界里，真正的对手是别的

大 妈。在 较大的广场之 上，

几支广场舞团队之间的“势

力斗争”也有其微妙和耐人

寻味之处。

在长沙市贺龙体育场临芙

蓉路的东广场上，天还没完

全黑透，广场上熟悉的旋律

已经此起彼伏，分属于不同团

队的上千名广场舞大妈们早已

“架场”。而在长沙市区北部波

隆立交桥底下的空地上，也

有几百人在此起舞，数十台音

响亦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记者在长沙几处广场舞

团队云集的地方，并没有观

察到如年轻人的街舞团体一

样的“斗舞”场面，但记者

也发现，若有两支以上的队

伍在同一场地跳舞，则伴舞

的音乐声会相对较大。有知

情者向记者表示，曾有两支

广场舞队，因为音乐相互影

响，舞者们听不清节拍，导

致两队用争相抬高音量的方

式展开较量，直至一个队伍

败下阵来，被迫转战别的广

场。

除了斗音乐，“舞林江湖”

中的舞者们还会斗服装、斗

经费、斗教练、斗舞风、斗

时间……有 10 年“舞林生涯”、

参加过 6 个广场舞团队的方

大妈告诉记者，在大型广场

上的广场舞团队之间，领舞

教练、跳舞服装的竞争是家

常便饭，尤其在一些能拉来

政府支持或是企业赞助，甚

至有商演机会的团队 之间，

竞争更加激烈。有的会换着

花样订做演出服装，有的则

高薪聘请领舞教练。谁的领

舞教得好，谁的会费性价比

更高，谁的团队核心竞争力

就更强。

而舞风 舞曲的竞争，是

最为激烈的。大妈们不乏一

颗要赶在别人前头的好胜心，

新的乐曲，新的动作，都会

受到她们的青睐。什么？你

们还在跳“荷塘月色”、“老婆

最大”、“小苹果”？不好意思，

我们已经在跳“狐狸叫”了。

除了时尚，大 妈 们亦有

一颗红心。长沙市火炬村广

场舞团于 2012 年年底学跳了

《我们的钓鱼岛》，在该舞队核

心之一的卞女士看来，尽管

她们最喜欢通俗歌曲，但《我

们的钓鱼岛》这首歌却丝毫

不会因为“这就是让我们爱

国爱党”的政治功用而让自

己有所排斥。相反，这首舞

曲还让她们有机会表达对日

本的“不满和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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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林风云：中国大妈们的江湖

2015 年 9 月 4 日，文化部、

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

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

通知》，这份《通知》从活动

场地、广场舞普及推广、规

范管理等方面对广场舞的有

序发展作出了规划和要求。

四部委针对广场舞发的

红头文件，规格不可谓不高。

专业人士认为，这是将广场

舞“扶正”的重要举措，针对

广场舞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不

断提高，才能让这有上亿参

与者的广场舞越舞越好。

无 独有偶。2015 年 8 月

27 日， 湖 南 省 科 技 厅 下 达

的《2015 年 省 重 点 研 发 计

划、创新平台与人才计划项

目》中，黄勇军负责的《广场

舞与湖南省中老年女性健身

方式治理研究》项目赫然在

列，虽然被情绪化的网民们

抨击为“不务正业”，但黄勇

军对此很淡然。在他的视角

中，这些大嗓门儿、有些发

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

不只是简单的被研究对象，

而是“一个个带上了自己母亲

身影的情感相关者”，“她开

心吗？她幸福吗？她快乐吗？

她失落吗？她还想要做什么？

她还有着怎样的梦想？”黄

勇军说，这些广场舞者们让

他有非常刻骨铭心的情绪与

情感，他和他的研究团队也

已经很清晰地认识到广场舞

研究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对广场舞和广场舞者会“持

续关注和追踪调研”。

（为保护隐私，除研究者
外，文中广场舞者均为化名）

一曲广场 舞，多少江湖事。

但在广场舞复杂的脉络之后，大

妈们跳舞的理由却相对单纯——

几乎所有的广场舞者都抱有“锻

炼身体”的目的。 

陈女士是调研者之一的徐海

东的第一个采访对象。这名 48

岁的全职太太年轻时喜欢跳交谊

舞，身材很好，38 岁时还被一名

20 多岁的男生追求。但是随着

母亲生病、女儿上学，为了照顾

家人，她放弃了跳舞。正是这一

段时间，她自己的身体也出了毛

病。据她说，她曾经因为甲状腺

瘤和乳房瘤动过两次大手术，现

在还患有轻微的脂肪肝，经常会

头痛。她坚持吃三七粉，就因为

听说三七粉可以缓解头痛。直到

2011 年母亲去世、女儿读研，她

得了空闲，便想着要锻炼身体了。

但此时的她已经不愿回去舞厅跳

交谊舞了，因为年纪摆在那里，

她害怕没人邀请她跳舞。于是，

广场舞成了接纳她的最好阵地。

身体要康健，心灵同样需要

安慰，广场舞正是给了在时光中

无助老去的人们以鲜活的生命。

老单位被拆，娭毑们陷入无根状

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广场舞让她们找到朋友；而夹杂

在广场舞中的家长里短，同样滋

养了老年人日渐寂寞的内心。

作为曹露 重 点调 研 的 0731

广场舞团队的一员，61 岁的贾悦

铃在退休后的空闲中显得无所适

从。“老头子每天吃完饭，要么

去楼下跟人下棋，争得面红耳赤；

要么就四处喝茶聊天，谈论国家

大事。”与老伴相比，没什么爱

好的贾悦铃非常孤独，每天只能

靠散步打发时间，直到她 遇到

0731 广场舞团队的老姐妹们。

成了广场舞的“铁杆粉”后，

贾悦铃整个人都年轻了起来。有

一次打扫卫生，她想起刚学的舞

步，居然当场手舞足蹈，把老伴

吓了一跳。如今，贾悦铃每天晚

饭后都要风雨无阻地赶去跳上一

场，偶尔还会被老伴责怪——因

为她忙着跳舞，老伴被迫要洗碗。

有人说，永远不要小看大妈

们的战斗力——的确有人把广场

舞跳出了不小的名堂。洞口县石

江镇梦之恋舞蹈队的杨虹与丈夫

在镇上共同经营着一家药店，药

店前坪有一大片空地，这片空地

也就成了舞蹈队的固定场所之一。

尽管只是小镇上的舞蹈队，

但杨虹“并不满足于自娱自乐”。

短短几年间，通过全体成员的一

致努力，这支队伍从名不见经传

的小镇跳到了县里、市里，再到

省会长沙，甚至跳到了首都北京。

“我丈夫本来反对我到处自

费参赛，认为既要花钱，又耽误

时间，人也累。”但杨虹的执著

让丈夫都刮目相看，节俭的他甚

至陪着妻子一起去北京参赛，同

队的人都说这两人秀恩爱都秀到

北京去了。而杨虹也觉得是广场

舞让她在感受到荣誉的同时，也

收获了好身材，所以每当有顾客

到她店里买减肥药，她都会建议

顾客靠运动减肥，比如跳舞。

黄勇军认为，对于一生拘谨、

局促的“广场舞大妈”来说，由

广场舞能获得对美的追逐，以及

个体意识的解放，“‘广场舞’的

出现，以其所带有的群体性、娱

乐性、社交性等特征的独特形式，

有效地填补了这个社会与心灵的

双重真空地带和强烈的社会转型

所带给她们的断裂感”。

而作为女性学者的米莉，对

于广场舞者的关注更为细致和微

观。在米莉看来，0731、梦之恋

和火炬村的三个舞蹈团队，正好

对应广场舞者的三种类型：一种

是家人已经离开，但自己依然停

留在原居住地的留守女性；另一

种恰恰相反，是随子女迁徙到陌

生生活环境中的女性；还有一种，

是虽未改变生存场域，也未与家

人分离，但也在经历着生存环境

变迁的女性。

“湖南省洞口县梦之恋舞蹈

队的广场舞者，可以说是第一种

类型的代表；而湖南师范大学附

近的 0731 广场舞团队，就有很

多来长沙照顾读书子女的‘陪读

母亲’，当然，这个‘母亲’不止

是妈妈，也可能是姑姑、奶奶等

其他女性亲人；长沙市火炬村的

广场舞者则是第三种类型。”在

米莉的眼里，当夜幕低垂，红霞

光晕铺 洒进广场，大妈们的整

齐舞步之后，孤独、寂寥、对外

界无可把握的深深恐惧和无意义

感，正在成为广场舞者们晚年生

活中最为深刻的生命体验。

大妈间的“势力纷争”
( 上接 A04 版 ) ■舞林中人

是一支舞，更是身体和心灵的康健之路
■舞林规矩

举起广场舞协会的大旗

如果我跳得足够快，孤

独就追不上我了——这是网友

创作的广场舞大妈经典语录之

一，也是网络上为数不多的对

于广场舞者理解、宽慰、包容

的词句。每当夜幕降临，广场

上，小区里，路口处，街头狭

小的绿地边……当看到大妈们

翩翩起舞，你是会心一笑，还

是觉得她们太旁若无人？是感

到她们精神可嘉，还是觉得神

曲太嘈杂？

其实我们并不比“广场舞

大妈”高明。归根结底，父母

辈和我们，都在江湖之中，都

在广场之上，随着时代大潮亦

步亦趋。我们的父母在广场上

载歌载舞，而我们则掏出手机

发着微信。父母无法理解我们

无所不在的自拍和整日放不下

的朋友圈，就如同我们无法融

入他们的广场一般。

“‘国之本在家’，正是这

一个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家

庭中普通的大妈、家庭中普通

儿女的生存状态，构成了当代

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生存状态。”

黄勇军说，理解、包容、消

除广场舞大妈们的生存困境，

其实也是在理解、包容、消

除当代中国的整体性生存困

境——人人都会老去，老人的

所思所爱，值得我们尊重。如

果把他们忽略了，那我们的身

边，还会有一代代人继续孤独

地老去。

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点不

一样的声音。

■编后

在写结案报告时，有个

学生用了“柴米油盐酱醋茶”

的概念来对应广场舞，柴米

油象征着动力、财力、身份、

地位，盐和酱是生活的调剂

和 佐料，醋是 辛酸的东西，

茶是享受这个过程。

对大妈们来说，广场舞

是悲喜交加的结合体。她们

热爱广场舞，把它当成不可

或缺的存 在；但 另一方面，

广场舞在这些年来也一直为

人所诟病。面对身边人的投

诉、谩骂，甚至丢垃圾、扔“水

弹”，大妈们仍旧固执而顽

强地坚持了下来。除了斗智

斗勇，大妈们也与时俱进的

成立了协会，在组织的大旗

下，争得和谐发展的机会。

2013 年年底成立的长沙

市广场 舞 协 会，下设芙蓉、

雨 花、 天心、 开福、 岳 麓、

高新六个分会和一个直属爱

心义工团，目前已吸纳 5200

余名会员。会长刘美伊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噪音扰

民、有些社区没有跳舞场地、

广场舞队伍之间存在纠纷等

问题，广场舞协会都能够介

入协调，“协会的职能，就是

希望将快乐分享给大家，也

能够让长沙广场舞有序健康

发展”。

刘美伊说，在广泛征求

意见后，协会制定了不少广

场 舞时间规范，遇到会 考、

高考、国考等大型考试时间

点，协会还会引导广场舞团

队合理调整舞蹈时间。除了

这些，广场舞协会还专门举

办了“广场文化节”等活动，

让大妈们能够展示舞艺，“自

娱自乐，也能共同欢乐”！

红头文件里的未来

长 沙 波
隆立交桥上，
车辆川流不
息；而桥下，
则是广场舞
大妈晚饭后
的精神家园。
摄影 / 李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