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场舞作为社会文化发展
的一个鲜活切面，彰显着人们对
幸福生活的向往，呈现出蓬勃向
上、生机盎然的社会生活风貌

普通群众深度介入广场舞
创作和演出，从挑选音乐、编排
动作，到搭配服饰、组织练习，每
支广场舞都显示着舞者们的审
美趣味，展现着舞者们的组织调
度能力和团结互助的精神风貌

人民群众用动感的音乐歌
唱美好生活，用欢快的舞步点赞
时代发展，让主旋律更加响亮，
正能量更加强劲

副刊副刊 2021年 11月 16日 星期二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苏沧桑是一位坚持在散文上用功的写作

者，其新作《纸上》让人读到用散文刻画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别样精彩。

《纸上》虽然是散文集，但各篇作品内容风

格高度统一，是一部成规模、成体例的完整作

品。这有赖于作者创作前的精心构思，她选择

江南地区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文化内

涵、价值意义以及创造者、传承者、保护者，进

行充满诗意的叙述和描写。初看上去，这好像

是一次集中采写的成果。但细细阅读文本会

发现，每篇散文所蕴含的知识量，绝非一次浅

尝辄止的观览所能写出。只有真正用情面对

每一个写作对象，用心挖掘人物和故事，才能

展现好如此厚重的主题。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创造性地处理这些

素 材 ，巧 妙 发 挥 散 文 的 文 体 优 势 ，像 一 位 知

识 丰 富 的 导 读 者 ，艺 术 化 、个 性 化 地 为 读 者

讲述非遗故事。《与茶》一文按时间顺序切割

故事片段，叙述上有缓有急、张弛有度，戏剧

性很强；《春蚕记》专注于细节描写，放大镜

下蚁蚕的一举一动，为读者打开了一个奇妙

的微观世界。

从不同切入点讲述非遗传承人故事，是这

部散文集的特色。每篇散文的主角身怀绝技，

是某一传统艺术或技艺的民间传承者。虽然

他们的故事天然具有生动性，但怎样讲出不同

的精彩，非常考验作者笔力。

作者往往从某一场景、某种情境开始，引

出人物和故事，以灵活的笔法描述人物技艺的

独特性，逐渐展开生动叙述。《牧蜂图》是讲养

蜂人的，地域和时间跨度大，但作者用环环相

扣的事件使文章形散而神不散。从“我”在杭

州的街景所见写起，表达对养蜂人的好奇，再

写一位既写诗又养蜂的老者，进而终于下定决

心，带着这位诗人的诗集寻找养蜂人的足迹，

跨越千山万水，为读者呈现广阔的生活景象。

《跟着戏班去流浪》用代入感极强的写作方法，

以父亲对自己戏剧上的熏陶为出发点，逐一带

出在民间顽强生存、乐在其中的戏剧人的经

历，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戏班人物。这种

小说式的叙述方法，容纳了众多人物和丰富情

节，令人回味悠长。《冬酿》则以回忆入题，讲述

民间酿酒的意趣，融入屈原、李清照等文人墨

客的历史典故，把技艺置于历史和人文背景之

中，增添了散文的厚重感。

作者对写作对象都做足准备，下足“诗外

功夫”。要么深入戏班同吃同住，深刻体验；要

么远涉西北，实地观察感受，体现出作者在创

作上的气魄和抱负。也许用省时省力的平铺

直叙式写法也能完成写作，但作者努力寻求创

新，用一种真诚、温婉的方式，实现了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背后历史文化的探寻。

虽然在非遗项目的选择上，《纸上》还有进

一步打磨的空间，但凭着拥抱生活、认真写作

的态度，作者完成了自序中的心愿：为读者呈

现一个文学视角下丰富的非遗文化世界——

充盈着水汽和灵气，也潜藏着雄风和大气。

阎晶明

诗意讲述“非遗”故事

伴随人们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理解逐渐加深，加

之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民乐

创新有了更多可能。当下，

民乐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

的文化生活里，甚至涌现出

一 些“ 爆 款 ”，深 受 大 众 喜

爱。我们从中能得到哪些经

验启示，进而把握机遇，推动

民乐更好走向大众？

创造性地借鉴、融合其

他类型音乐元素。上世纪 90
年代，民乐创作者、演奏者以

传统民乐为主体，积极借鉴

戏曲等传统艺术形式，同时

吸收爵士、摇滚等音乐元素，

掀起一股民乐热潮。今天民

乐再度升温，延续了这种借

鉴、融合的思路。比如，在琵

琶重奏《桃园春色》中，创作

者改编和吸收了陕西秦腔、

碗碗腔等地方戏曲唱腔，赋

予乐曲浓厚乡土色彩。

不同音乐种类之间的融

合 不 会 消 弭 民 乐 本 身 的 特

质，反而会激发更多创新活

力 。 在 中 华 民 族 悠 久 历 史

中，不乏音乐文化交融创新

的阶段。尤其汉、唐时期，不

同地域音乐文化交融出新，

使当时乐坛异彩纷呈，面貌

一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琵

琶、唢呐、二胡、扬琴等民族

乐器，都是音乐文化融合的

成果。

积极借力互联网技术和

网络传播。互联网时代，用

户生产内容模式兴起，民乐

传播者身份更为多样，民乐

传播形式更加灵活。网络视

频平台不仅汇聚了一批专业

演奏者，还吸引了为数众多

的业余民乐爱好者。这些创作者熟悉视频制作技术和网

络传播规律，将精心剪辑后的翻奏曲目、原创作品、日常

排练等视频发布在网络平台，引发受众关注、点赞和热

议，培育起一批新的民乐听众。

互联网技术催生的新文艺形式也为民乐提供新的舞

台。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的主题曲《清平乐》，遵循传

统宫商角徵羽的五声音阶，配器采用琵琶、古筝、扬琴、铙

钹等传统乐器，与剧情内容交相呼应。还有一些网络视

听节目直接聚焦民乐，展现民乐风采。如 2021 年网络跨

年晚会的民乐节目《万物笙》，以笙、唢呐、双管等传统乐

器为主，配合管弦乐团，演奏古典、流行、民乐、动漫等多

种类型音乐曲目，深受广大网友喜爱。

与其他形态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创新表达。

传统节日、古典名著、书法绘画等，都是民乐融合创新的

好帮手。比如用筝鼓合奏讲述三国故事、用民乐再现人

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以古

筝、鼓等民族乐器演绎的音乐为背景，让观众们仿佛回到

千年之前，与古人一同体会《尚书》《史记》等古籍的魅

力。不同形态的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发生着新的“化学反

应”，为人们提供既传统又现代的视听体验。

在民乐融入当代文化生活的过程中，还需正确看待

流行和经典的关系。一方面，寻找流行与经典的连接点，

形成创新表达；另一方面，民乐融入当代生活的方式不止

于“拼贴”，还应挖掘其深层次内涵。这要求创作者不仅

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宽阔的音乐视野，还要积极从当代生

活中寻找灵感，创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新民乐经典。

在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乐于品味传统之美。相信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

交融，将托举出更多优秀作品和人才，为民乐重绽光彩注

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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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苏沧桑著；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出版。

民乐创作者不仅要有扎实的基本
功、宽阔的音乐视野，还要从当代生活
中寻找灵感，创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新民乐经典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的文化娱乐方式不

断涌现，丰富着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相比于

看电视、听音乐、看演出等文娱方式，广场舞的

最大特点是，群众是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广场

舞以灵活、开放、包容的姿态，涵纳着人们的参

与渴望，承载着人们的创作热情，凝聚着共同

的文化旨趣和情感诉求。广场舞作为社会文

化发展的一个鲜活切面，彰显着人们对幸福生

活的向往，呈现出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社会

风貌。

发展现状：
兼容并蓄 迭代出新

近些年来，广场舞红遍大江南北，成为我

国中老年群体最喜爱的文化娱乐方式之一。

广场舞以其浓烈、热闹的文化气质成为公园

里、广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无论伴着什么样

的背景音乐，经典老歌抑或时尚劲曲，舞者们

总能随着那富有动感的音乐节拍欢快起舞。

作为发生于特定空间“广场”的舞蹈形态，

与传统剧场舞蹈不同，广场舞具有演出场地开

阔、参与人数众多等特点。广场舞演出主体多

为非专业舞者，动作往往比较简单，规律性较

强，以四肢摇摆为主，躯干大幅运动较少，便于

群众掌握和参与。广场舞配乐往往选择那些

大众熟知的“金曲”，节奏性较强。有规律地循

环往复，保持一致节拍和鲜明节奏，很好地起

到统一动作的作用，方便参与者跟学。

这些初看上去整齐划一的广场舞，实际上

极富多样性和包容性。首先表现为舞种类型

的多元多样。在同一片广场上，充满乡土气息

的秧歌舞、扇子舞，展现传统文化魅力的汉唐

舞、花灯舞，颇具异域风情的曳步舞、拉丁舞，

以及更接近健身体操的健身舞、养生操等同台

竞演，囊括了丰富的舞种类型和舞曲风格，令

人目不暇接。

广场舞的包容性还突出体现在，它总是动

态地吸收各类音乐和舞蹈语汇，不断进行迭代

创新。与其说广场舞是在跳着各种风格的舞

蹈，不如说它只是提取、化用了不同舞蹈最具

辨识度的元素，为我所用地进行着改造与编

排。于是，来源各异的多元音乐舞蹈元素在广

场舞中汇集、融合，甚至同一支广场舞也可以

综合运用多种不同舞种的动作语汇和表现手

法，从而呈现出自成一体的独特气质。

这种独特舞蹈气质的形成，主要归因于其

群众性和自发性。广场舞的排演目的主要是

自娱自乐、愉悦身心，具有表演性，但不以表演

为目标，没有观众喝彩也照舞不误；它深受欢

迎不在于技巧高超，而在于音乐舞蹈所释放出

的热情和活力、真实与酣畅。因此，它不追求

复杂的技术、精致的包装，只要能够热烈欢快

地舞起来，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在大规模的

参与和频繁的演出中，舞者们不断吸收、调适，

通过持续动态的“微创新”，逐渐磨合出舒展顺

滑、律动自如的动作模式，更新着广场舞的形

态和面貌。

广场舞音乐和动作技巧上的“低门槛”与

其极高的群众参与度相辅相成，使得那些没有

舞蹈专业背景的普通人获得了“闪亮登场”的

机会：大家在动感节奏中载歌载舞、愉悦身心，

尽情地展示自我，成为大众文艺舞台上当仁不

让的“明星”。普通群众深度介入广场舞创作

和演出，从挑选音乐、编排动作，到搭配服饰、

组织练习，每支广场舞都显示着舞者们的审美

趣味，展现着舞者们的组织调度能力和团结互

助的精神风貌。

经验启示：
把握需求 因势利导

作为广受群众喜爱的文化娱乐形式，广场

舞以其高普及度、高参与度、高活跃度，在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蓬勃开展，以独有

方式满足群众尤其是中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

需求。当下的广场舞，已经发展成为集歌舞、

娱乐、健身、社交为一体的综合文化娱乐模式，

一种颇具特色的大众文化形式。其创造创新

的经验启示，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其一，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是文化创造创

新的强大推动力。广场舞的发展壮大，集中反

映了人民群众对健康快乐生活的共同追求。

这种普遍而强烈的追求，借助简单易得的空间

场地、动感往复的音乐舞蹈得以抒发，“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其内核首先是功能性的，即愉

悦身心和情感表达。

要积极引导广场舞健康有序发展。一些

地方政府部门顺势而为，在把好编舞、配乐质

量关基础上，为广场舞普及推广活动提供资

源 支 持 ，为 基 层 提 供 交 流 平 台 和 展 示 机 会 。

比如，“佳木斯健身操”就是该市体育局为呼

应“建设快乐城市”口号，以秧歌舞为原型重

新创作编排的广场舞，一经推出，深受市民喜

爱。后经国家体育总局、佳木斯市人民政府、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等共同努力，逐渐在各

地推广开来。也是在这种普遍而强烈的文化

需求带动下，市场机制发挥着资源配置的重

要作用，围绕广场舞，已经形成一条规模可观

的产业链，为广场舞的发展壮大提供物质和

服务保障。

其二，互联网新媒介技术已经成为支撑

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不同于

此前其他舞蹈艺术的发生发展，移动互联网

尤其是手机短视频，在广场舞推广普及过程

中发挥着尤为显著的作用。一边戴着花镜端

着手机，一边跟着短视频中的讲解认真地扭

动腰、迈开腿，这样颇具反差气质的学习场景

早已屡见不鲜。

根据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中老年群体网民规模增速最快，50 岁及

以上网民占比为 28%，规模近 3 亿。深受中老

年群体喜爱的广场舞，也成了短视频平台上最

活跃、关注度最高的内容模块之一。短视频平

台“快手”的广场舞短视频在一年内的累计曝

光量达 800 亿，累计获得点赞、评论超 10 亿，广

场舞创作者总计粉丝量突破 3.5 亿。抖音平台

统计排名前 10 的爆款歌曲中，几乎每一首都

被创作者们以舞蹈的形式予以展现。短视频

平台上优质的广场舞表演、教学活动为广场舞

的普及提高提供了丰富资源，大大压缩了文化

传播交流的时空成本。

其三，人民群众共同参与，让主旋律更加

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广场舞的调性热情欢

快、积极向上，洋溢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和追求。网红奶奶用幽默欢快的广场舞，诉说

着多姿多彩的夕阳生活；农民夫妻在田间地头

纵情舞蹈，带给人快乐和感动；更有无数的广

场舞爱好者，用短视频记录着自己和伙伴们的

日常，记录下跳舞时的全情投入、间歇休息时

的放声欢笑。中老年群体绝不只是广场舞教

学中的单向度学习者，而是随着新媒介技术的

发展，积极投身广场舞的创作与传播，传达着

温暖明亮的情感。

在多方面合力之下，广场舞的表演与创作

是动态的、变化的，不断寻求与社会发展的互

动。在丰饶多姿、轻舞飞扬的广场舞中，我们

看到了社会的变迁，也听到了群众的心声；看

到了城镇化的进程，也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步

伐；看到了时尚文化的特色，也看到了地方文

化的色彩；看到了对青春的怀想，也看到了对

幸福晚年的歌咏。人民群众用动感的音乐歌

唱美好生活，用欢快的舞步点赞时代发展，让

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

广场舞洋溢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广场舞洋溢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展现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社会展现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社会风貌风貌
边边 远远

核心阅读
图①：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举办广场舞竞

赛活动。 新华社发

图②：江苏省南通市优秀广场舞团队展演。

图③：山东省青岛市第三届农民广场舞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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