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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伴随着城市化的脚步，建设中国特色的城市，是当前与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一点重点，如
何让社区与艺术文化融合，如何让舞蹈艺术融入社区，融入城市，是一个很应时，也很
意义的话题。 

内容简介

本书对我国城市社区舞蹈发展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比较国外社区舞蹈现状
与趋势，依托三O模式，研究公共舞蹈融合城市社区之中，从艺术社区的角度探索中国
特色世界城市建设实践路径；大量的舞蹈激活社区经典案例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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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前 言
近年来，在城市小区绿地、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内，几乎每一个清晨和黄昏，都有一
些以中、老年女性群体为主的城镇居民开始跳起了“自己的舞蹈”。其中，有时尚的国
际标准舞、有质朴的民族民间舞，也有配合道具和简单音律的健身舞。在传统的太极、
合唱、水书等自发文娱活动外，城市的公共空间又平添了几抹靓丽、灵动的色彩。然而
随之而来的，还有席卷大江南北的争议声。有人赞叹、有人喜欢，也有人不解，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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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指责。根据上海市的一份民意调查，市民中竟然有90.4％不支持大妈们的广场舞。为
此，上海市人大代表陈萍提交过一份书面意见，建议借助政府管理的方式，把城市公共
空间里的广场舞纳入一个有序的群众文化管道中。陈萍认为，目前广场舞的主力人群是
曾经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她们青少年时期生活枯燥单调，经历了上山下乡、自然灾
害等；到了中年，又逢社会剧变，有不少人下岗，甚至被社会边缘化，承受着生活的艰
难和社会的变迁；及至晚年，生活条件好起来了，社会医疗等保障逐步改善，即使到了
五六十岁，身板还硬朗，精力还充沛，希望多一些文化娱乐生活和休闲消遣的需求，而
广场舞就在家门口，简便易学”。陈萍还指出，大妈们“跳广场舞对于改善身心健康均
有好处”；同时，“退休后的大妈们生活改善了，不再满足窝在自己家里，开始寻找社
交‘新天地’——通过广场舞，结交朋友，排忧解闷。” 。相对于陈萍的客观态度，某
些网络言论对于这些热衷于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则颇有些深文周纳的色彩了。2014年4月14
日，微博认证名为“民办教育专家”的网络大V信利建撰文《从“广场大妈舞”看“文
革流毒”》,直接将“大妈广场舞”热遍大江南北的原因归之某种特殊的文化情结——“
她们所以热衷‘广场舞'，除了健身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找回在她们儿童少年曾经为之热
血沸腾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者说是对文革那种大轰大闹，在伟大领袖指引下将自己
意志强加于他人头上的火红时代的追忆。”并称“广场舞”基本上就是文革时期的“大
喇叭”加“忠字舞”的结合。 比较普遍的还是“扰民论”。同样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市
民，肯定会有人有不同的文娱方式，所以，某些广场舞过高的音量成为大家公认的问题
。有论者称，设若广场舞的管理和艺术水准能够有所提升，或许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时评作家鄢烈山则从“时代病”的角度，对“广场舞”负面影响的社会动因进行了分
析。他认为，“广场舞”大妈们之所以喜欢把音乐分贝调的过高，是一种没有分清“公
域”与“私域”的不文明行为，依靠的是“法不责众”的社会心理 到底，发生在新世
纪中国城市公共空间里的这种自发的文娱活动该如何认识？如何管理？如何发展？一时
间成为政府、民间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起源于2008年
。在举国同庆的奥运之年，笔者带领一支小小的团队，参与了奥运热场民间活动的一次
策划选拔活动。当时，担任评委的潘志涛教授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潘志涛教授一直是
位社区舞蹈的热心推手。他曾经有感于“麦当劳文化”对我国市民生活的侵蚀与影响，
提出了“去麦当劳化”的主张，并在这个逻辑起点上，给那些活跃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各
种自发的或自觉的舞蹈活动送上了一个有意思的称谓——“城市民间舞”。受潘教授启
发，我们将关注的焦点从万寿寺路北侧的国家舞校——北京舞蹈学院，转移到了万寿寺
路南侧的最大的“城市民间舞”活动基地——紫竹院公园。从清晨到日暮，万寿寺路南
北两侧都是乐声声、舞翩翩⋯⋯但究竟，这两者的运作机制到底有何不同呐？带着诸多
的疑问，笔者开始从紫竹院公园等公共空间入手，对这一特殊的舞蹈文化现象进行了系
统的追踪观察与思考，并且把这一焦点问题放在北京市城市创新的大背景下进行关照。
从建设“世界城市”的努力，到建成“精品文化创作中心”等六个中心的规划，北京市
的城市创新战略逐步成熟。而广场舞升级等公共空间里的新艺术、新行为，无疑会成为
对北京市城市创新战略的一个积极呼应。选取紫竹院公园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是因为它
连接着这片地域的过去和未来，也勾连着参与性公共舞蹈与创造性舞蹈基地的辐射与交
互影响。紫竹院公园地处“上风上水”的海淀区，是清代皇家游赏颐和园的必经之地。
但是作为北京市远近闻名的“舞蹈公园”，紫竹院公园的参与性广场舞蹈还是从该公园
免费开放之日才大兴其盛的。笔者最初关注紫竹院公园里的广场舞蹈，还是从舞蹈对于
中老年业余生活的积极推动作用入手的，关注的焦点还不是公共空间里的舞蹈或舞蹈创



意表达。随后，通过调研访谈、交流演出、影像信息采集等实践研究方法，笔者对于广
场舞蹈的关注视野逐步打开。一方面，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北京等大都市公共空间的
舞蹈，而且也逐步放大到二三线城市，甚至于某些县城和乡镇。调研显示，在当下中国
城镇的公共空间中，以健身和自娱自乐的广场舞蹈已经取代早年的秧歌等普及型舞蹈成
为主流。另一方面，如何看待广场舞的低端化生存现状等更深层的问题，也成为笔者研
究的新的重点和难点。在带领师生团队集体攻关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研
究对象、目标和方法，也在实践中验证了我们的一些理论假说。2009年，北京舞蹈学院
艺术传播系第一个以拍摄紫竹院“城市民间舞”生态为题材的专题片诞生了。这部名为
《紫竹》的短片，获得该年度北京市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资助。之后，对于北京乃至
全国各地城镇公共空间内各类市民舞蹈活动的关注，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同
时，我们也在反思专业舞蹈或称学院派的观众问题——如何有效拓展艺术舞蹈的观众，
使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高雅艺术，成为我们另一个深入系统研究得专业问题。以调研
、创作、策展、翻译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我们系统调查了北京市和部分二三线
城市的民间舞蹈队的生存、创作和管理现状，并结合我们对国内外社区艺术管理和社区
舞蹈创作研究成果的译介，集中力量探讨了积极呼应广场舞蹈热，以专业团队介入民间
自发艺术团队的培训与创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从文化属性来看，应该借助专业
团队的力量，使广场舞等公共空间里的自发文娱活动能够逐步明确自己的文化身份，在
技术层面上则要让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舞者可以跳出“自己的舞蹈”。事实上，正是由
于这些城镇公共空间里的“舞者”并没有特定的文化身份意识，也没有明晰的创意表达
诉求，才会因个别人“哄抢”公共空间等不文明行为而招致对市民自发舞蹈活动的诟病
。虽然最初，那些在公共空间里开始跳舞的人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健康地生活而在业
余时间的“空地”上合乐律动。但随着跳舞、习舞的经验不断增长，她们也开始逐步想
要跳出“自己的舞蹈”了。她们对于舞蹈的热情和付出，也感动了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
和学生们。她们自发地进入公园“采风”，并着手到公园跳舞、授舞，甚至和“大妈们
”一起编舞。从开始零星地尝试，到北京舞蹈学院艺术传播系与紫竹院街道办事处的系
统合作，再到一代代大学生的传帮带，再到社区和校内的一次次创意集成实验。就这样
，万寿寺路两侧的两个“舞蹈基地”在创意激发与活化社区的系列实践中走出一条新的
创造路径。其次，如何从专业的角度介入，提升广场舞的创造性含量和规范化呈现，则
成为舞蹈界关注社区、关注民众的一个新热点。例如，近些年，中国舞蹈家协会开发推
广的“百姓健康舞”，客观上推动了不同城市公共空间里的参与性舞蹈活动的“专业化
”程度。其次，作为国家级舞蹈院校，北京舞蹈学院也推出了一系列催化城市公共舞蹈
创意集成的实践研究。其中，“人人舞”系列创意实践活动和“青年艺术户外营地”系
列跨界创新实践活动，分别从中老年群众性舞蹈和青年跨界创新舞蹈创作的角度，探讨
了专业团队进入公共舞蹈创意领域，用具体措施和技法催化其创意集成的可能性和可行
性。最后，我们主张，打通专业舞蹈与非专业舞蹈的壁垒，借助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等政策平台，改“被动送戏”、“消极支教”为制度化的主动参与，倡导公共舞蹈创意
集成服务，从而让公共空间里的舞蹈更具创造性，让创造性的公共舞蹈激活钢筋水泥丛
林构成的城市空间。使公民在快乐生活、快乐舞蹈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创造力，让我们生
活的城市成为一个我们可以诗意地栖居于此的共享活力空间，这就是本课题研究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本课题研究从经典案例入手，以北京地区社区舞蹈为重点研究
对象，兼及其它地区和其它国家的相关资源梳理和整合，就是试图在理论上搭建一个创
新型的社区舞蹈共享式信息平台，并借助有关研究性、主题性舞蹈教育或拓展项目对提



升我国舞蹈生态系统建构提供个案式的或者信息网络式的集成服务机制，促进专业舞蹈
和社区舞蹈的完美融合。另一方面，在整个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我们还策划了一系列舞
蹈专业人与社区舞蹈参与人士的互动式主题实践项目，将从实践研究和范本研究的角度
，为建构可持续化的舞蹈生态优化提供参照。希望突破的难点就是力争在理论、政策和
实践等层面上，探索在原有“送戏下乡”、“送戏进社区”等政府文化共享工程的基础
上，如何建构多元化的参与性的社区舞蹈创意集成系统，以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提供实现专业舞蹈的观众拓展和非专业舞蹈的创意提升这样一个双赢目的的信息资源库
。在普通大众与舞蹈专业人士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为专业舞者、编导、社区舞蹈
爱好者、政府主导的文化场馆工作人员提供一个有效的信息交流和信息集成平台。使民
众的参与性得到最大化发挥，专业舞者与非专业舞者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两类不同的风
格平等对话与互动。我们的最高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将原有国家文化管理体制下纵
向积累的专业舞蹈创意资源（含创作者和作品等）与现有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
的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进行优势互补和创意激荡的推动，推动专业“舞蹈社区”（含专
业艺术院校和院团）与在地“社区舞蹈”的优势互补外，使现有舞蹈文化资源的优势最
大化。在此基础上，职业“舞蹈社区”与在地“社区舞蹈”的良性互动，将有助于推动
区域舞蹈的良性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舞蹈接受者从单向接受向参与式接受的过渡。而这
种过渡将有助于不同的参与主体对自我及对方文化身份建立新的认识，在打破原有文化
隔阂（含大众艺术与精英艺术的文化区隔）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城镇化背景下基于群
体文化身份认同的新型“艺术社区”，从而为建构我国创意舞蹈可持续发展系统打下一
个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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