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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舞”出健康和快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雪 实习生 曹路遥

在刚刚闭幕的天津全运会上，广场
舞首次被列入竞赛项目。如此高调地
“登堂入室”，让这种一直活跃在广场空
地、公园一角的民间运动，找到了被正式
承认的自豪感。
广场舞，简单的舞步搭配魔性的音

乐，让大妈们从北国跳到南粤，从城市跳
到乡村，甚至从国内跳到海外，生生跳成
了一种现象、一种文化。
在小小一方广场上，常常交汇着几

股力量，交谊舞、太极拳、暴走团……它
们各有拥趸，但都无法撼动如今广场舞
的地位。
有人说，年轻人的二次元，中老年人

的广场舞。谁能说得清，广场舞究竟有
何谜之魅力，让大妈们放下手中的家务、
怀抱里的孙子，不追电视剧、不打麻将
牌，每天准时奔赴舞林之约。

广场流行水兵舞

每天早晨7点多，59岁的戈芳忙完
家务，赶紧换好衣服，化妆、盘头，8点一
到，她准时赶到北京陶然亭公园北门，那
里是她的舞台，她的场。
8点半，音乐准时响起。公园北门的

这片空场，每天少则聚集四五十人，多则
二三百人，听到音乐，两两成双，舞步有
力、动作舒展，欢快之中带着异域风情。
“这叫水兵舞。”戈芳说，水兵舞原本

是外国水兵们在军舰上跳的一种以娱乐
休闲为目的的舞蹈，水兵舞融合民族舞
元素，本土化改良后，成了广场舞江湖中
重要的一个门派。如今，这一门派名号
早已在全国各地叫响。戈芳说，要论水
兵舞在中国的发源地，那就是咱陶然亭
公园北门。
“水兵舞跳起来没有交谊舞难，但比

一般的广场舞复杂。”2013年，戈芳到陶
然亭公园遛弯儿，偶然看到几个人在跳
水兵舞，瞬间被吸引驻足，“欢快、潇洒、
有力量，与别的广场舞不同”。没有舞蹈
基础的戈芳陷了进去，从不会到会，从会
到痴迷。最初的几个老师走了，戈芳留
下了，她成了领头人。
水兵舞除了舞步有特点，装扮也讲

究。头戴军帽、身着改良军服、脚踩皮
靴，在这些标志性元素包装下，水兵舞跳
起来格外打眼。围观群众中跃跃欲试的
人多了。
“心里想跳，但确实不好意思。”别看

58岁的丁全忠现在跳起水兵舞潇洒自
如，可他最开始跳时却满是尴尬。“放不
开，舞伴都想踹我。”慢慢克服心理上的
胆怯害羞，丁全忠在舞蹈中找到了自信

和快乐。
戈芳说，从2013年开始，她们参加

全国广场舞比赛，连续三届获得冠军。
水兵舞的知名度逐渐提高。如今，她的
队伍以55岁以上中老年人为主，最大的
75岁。“现在还总有新人加入，我们每周
二四六搞教学。”戈芳说，参加比赛，每个
动作、每个眼神都必须到位，平时的活动
就少了很多讲究，因为要照顾更多人的
参与热情。
李亚男今年67岁，退休后随儿子来

到北京居住，水兵舞现在是她每天的必
修课。结束一支舞曲，李亚男面色红
润。“出来跳舞，一为锻炼身体，二为聊天
解闷。”李亚男画着淡妆，激情在欢快舞
步间流淌。
戈芳说，由广场舞发展而来的友谊

延伸到了舞蹈以外的世界。舞友们一起
过生日、一起旅游，有的单身男女甚至结
成伴侣，找到了晚年的幸福生活。

广场舞走红全中国

66岁的刘秀兰，广场舞龄12年。她
跳的是健身操，也是广场舞的一个重要
分支，因为动作简单重复、易学易会而广
受欢迎。
刘秀兰从小爱好文艺。2002年，她先

是加入了北京景山公园的一个民间合唱
团，2005年，团里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从
深圳回北京，把从那里学到的十几套健身

操带到了他们中
间。“那时还不叫广
场舞，我看着这舞挺
新鲜、有意思，还锻
炼身体。”越跳越上
瘾的刘秀兰后来放
弃了唱歌这个主业，
专门跳起健身操。
2008年，北京奥运
会前夕，刘秀兰在自
己家的社区里牵头
成立了健身操队。
广场舞究竟源

起何时何地，现在没
有统一的说法。有

人把它追溯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
后陕北的新秧歌运动，还有人说它是从
东北地区或是南方沿海地区兴起的。
没有争议的共识是，在全国掀起的

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以及北京奥运会的
全民健身活动，为广场舞的传播提供了
土壤。还有一点，网络在中老年群体的
流行，一批广场舞爱好者将视频上传至
各大网站，也为广场舞的蹿红提供了帮
助。刘秀兰说，她现在都是跟着网络学
舞步、找舞曲。
天时地利人和，让很多颇具特色的

广场舞从地方走向了全国。比如，由一
位退休老同志开创的“佳木斯快乐舞步
健身操”就由佳木斯向周边及外省扩展，
如今全国皆知。
跳的人多了，事儿也来了。刘秀兰

说，在他们活动的社区文化广场，最好的
位置曾经聚集了四五支广场舞队，大家都
想争取更有优势的地盘，彼此之间的竞争
也就开始了，比拼的方式有看谁的音乐声
音大。这就引发周边居民对广场舞扰民
的强烈反应。除此之外，广场舞和其他锻
炼方式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有时我们
人多了，在场地里走圈的人就会提意见。”
“一支队伍最好听一个人指挥，主意

多了就会有分歧。”刘秀兰说，她见过很
多广场舞团内部闹不合，有的人因此出
走单拉一队。

追求身心双重健康

夜幕刚刚降临，北京市丰台区角门
东一家百货公司前的广场上开始热闹起
来，音乐一响，广场舞的队伍开始行进。
在队伍中，徐学文的身影很是惹眼，他是
为数不多的广场舞大爷。
徐学文今年62岁，跳广场舞已两年

有余，此时的他随着音乐扭动腰肢，翻转
手腕，动作熟练、有模有样。“开始的时候
总不好意思，但两个小时跳下来出一身
汗，身体确实舒服，反正是锻炼身体，谁说
只有女性能跳。”徐学文说自己没什么舞
蹈基础，有太多章法的舞蹈学不下来，简
单的广场舞入门快，能满足锻炼的目的。
过去，一提广场舞，似乎就是中老年

女性的专利。这两年，广场舞的参与人
群出现扩大化的趋势，不仅有越来越多
的男性加入其中，年轻人也开始对广场
舞感兴趣。
家住云南大理市的赵婷今年28岁，

她婆婆是一名广场舞爱好者，一到晚上，
婆婆就会带着小孙子去跳舞。陪着去了
几次后，赵婷发现婆婆所在的广场舞团跳
的大多是当地少数民族舞蹈，动作很难统
一，但能让大多数人一起跳的舞蹈，动作
又过于单调。赵婷想起自己在网上看过
很多新颖又便于集体跳的舞蹈，就先自己
学，学会了再教给广场舞团其他人。
在赵婷的带动下，很多年轻人也加

入了进来。“以前下班回来没事就上网、
玩手机，真正陪伴爸妈的时间很少，现在
和他们一起跳广场舞，既锻炼身体，还增
加了和他们相处的时间。”队伍里另一名
年轻人杨静说。
追求身心的双重健康，是广场舞参

与者最基本的两个诉求。每天两三个小
时的全情投入，放飞自我，让人身体放
松；和同伴相聚，嬉笑吐槽，让人心灵愉
悦。与其他锻炼方式相比，广场舞门槛
低、花样多、娱乐性强、可交流、易传播。
所有这些，让广场舞逐渐拥有了跨越年
龄、性别的粉丝群。
当然，伴随广场舞的不只有单方面

的赞美声，质疑声、争论声也不少。广场
舞扰民、广场舞抢地盘等新闻屡见不鲜，
甚至发生冲突。今年6月份，一段广场
舞老人和篮球少年因争夺场地发生矛盾
的视频在网上持续发酵。
戈芳不愿意回应这样的新闻，她希

望大家多看到广场舞的积极意义，她更
希望有更多与居民区保持距离、又方便
她们活动的健身场地出现。
好消息，老百姓的呼声已经引起了

相关方面的重视。根据《体育发展“十三
五”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逐步建
成三级群众健身场地设施网络，推进建
设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努力实现到
202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8平方
米的目标。
戈芳期待着，有更多人参与广场舞、

爱上广场舞，收获健康和快乐。

踏准节拍 方能持久
瞿长福

跳舞是个技术活。即便是大妈大爷

们以健身、娱乐为主的广场舞，同样有很

多讲究。但是，无论这讲究那讲究，对绝

大多数广场舞者来说，只要能分清节拍、

踏准节点，即使其他技艺很陌生，也能在

广场江湖上进退自如。也就是说，踏准

节拍作为大众广场舞的基本门槛，是最

实用、最持久的“舞功”。

跳舞如此，生活同样如此，讲究的就

是踏准节拍。踩准节点，做事顺风顺水，

快马驰骋；踏错了点，费力费神，事倍功

半，甚至适得其反。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可谓比比皆是。

如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些企业

大佬，以及更多“闷头发大财”的生意人，

差不多都是在形势判断与行动时机上能

做到恰到好处的人。踏准市场节拍，方

成今日之“大器”。比如鲁冠球、徐文荣

等，就是当年敏锐地抓住“有水快流”、放

开社队企业进市场的政策机遇，抢先一

步变小作坊为大厂房，乃至一步领先，步

步领先，最终成为乡镇企业的标志性人

物。及至他们小有名气，许多同辈人才

从“究竟该不该干”的观望中走出来，但

为时已晚，多数人没几年就被淘汰出局。

与这些“爷爷级”企业家对政策把握

到位不同，比他们稍晚一些的“父辈级”

企业家则是对市场判断地敏锐与准确。

如今，无人不知的李书福、蒋锡培、俞敏

洪等，瞅准的都是市场空白点，他们就像

一根小小的楔子挤进市场，起步之初除

了经受创业本身之难，还要承受许多外

界的白眼与嘲弄。但是，谁叫他们所做

的就是市场所需要的呢，跟着市场的节

拍起舞，想不成功也难。

但是，并非所有的生意人都能像他

们这样幸运，更多的生意人或在起步之

时跌倒，或在半道沉没，或者一辈子都只

小打小闹，虽然其中有些人乐意的就是

“小富即安”，但多数还是求之而不可

得。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重要机理，就

是踏错了节拍，甚至走错了方向。在鼓

励草根创业的时候想等等看，却在环境

保护不断增强的时候抱着“五小”“十五

小”企业的日子不思进取转型，像这种沉

迷于“走老路”的“生意经”，倒了也罢。

正如今天的一些老股民，很少有不流辛

酸泪的，说起来也是节奏没有踩准。可

惜没有后悔药。

这么说来，踏准节拍、踩到节点似乎

有点神奇。其实，对任何人来说，无论成

功与否，这都是一件难事，只不过对成功

者来说，经验与教训都更多一些，但绝对

不神秘，也没那么神奇。有人总结，踏准

节拍，无外乎就是宏观看大势。大势是

什么，对企业而言主要就是市场变化方

向、技术发展前景与政策目标指向。顺

应这些变化，就可以埋头拉车，就可能成

为“站在风口上的那只猪”，从当年的吴

仁宝到今天的刘强东，概莫能外。

踏准节拍的另一要诀，是操作看节

点。节点是啥，就是趋势性变化中的那

个行动关口。所谓静如处子、动若脱兔，

该慢时坚决要慢，该动时要雷厉风行，当

机立断，时机节点很重要。一些企业家

说自己最多只超前半步、只领先一点点，

说的就是节拍节奏。领先太多，市场、意

识都还没到那个度，未至而至，此谓太

过，只能枪打出头鸟，好心付诸流水；出

来晚了，风景别人早看过了，至而不至，

此谓不及，只能嚼别人剩下的馍。

当然，话是这么说，实践中却很少有

人能步步都踩到点子上，即便是那些功

成名就的风云人物、百年老店，也无一不

是从失败中闯出来的，有的甚至是靠失

败累积而来的。这就需要学习、历练和

磨炼，谓之百炼成钢。尽管生活中没有

谁可以保证自己长盛不衰，但追求发展

的恒久之道，却是不变的道理。所谓志

当存高远，踏准节拍，才是发展王道。

古法古味石头饼
高 倩

很赞成《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的一句
话：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回归故乡最便捷的通道
就是食物。
前些日子，父母亲来北京，在火车站接站时，

人潮涌动中远远看见父亲一手拎着一大包石头
饼，一手挥舞着过来，“这是早上找人刚做的，专门
拿给你们吃”。尽管我说过很多次不用带，但父母
亲每次来，总要带上一大包不同口味的石头饼，生
怕我在北京吃不到。关于家乡的记忆也随着这小
小的饼子扑面而来。
石头饼在笔者家乡晋南以及晋中、陕南一带

非常流行。石头饼得名并非因为外形像石头，而
是因为它的做法是将面饼放在石头上烤制而成。
儿时在姑姑家见识过她现场制作石头饼的场景，
笔者至今记忆犹新。姑姑很利索地拿出一个大鏊
子，撒上层油，石头上抹好油，均匀铺在鏊子上，再
把团好的面饼放在石头上来回翻烤。不一会儿，
一个个外形坑坑洼洼、散发着香气的石头饼就出
炉了，薄而松脆，表面微焦，咬起来酥脆咸香，古法
烘焙食品特有的那种拙朴外形和谷物原香令人
难忘。
石头饼的这种石烹法历史非常悠久，在饮食

界几乎可以笑傲群雄了。据《古史考》记载:“神农
叫时民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相传神农带
领部落人学会了种植谷物，为了能够食用谷物，想
出了石上燔谷的办法，把谷物放到加热的石头上
来弄熟。不得不说这真的是先人的智慧，因为石
头受热比较均匀，比较容易控制火候。因此，石头
饼也被戏称为“最早的铁板烧”。
到了唐代它又叫作“石鏊饼”。明清两朝时则

叫“天然饼”，清朝时有了“万德昌”“三和堂”等三
晋作坊经营石头饼，也推动了石头饼在大江南北
流传。清代学者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中记载，
有一次他尝了北方的石头饼后大为赞赏，称之为
“天然饼”。

现如今，石头饼成为一些劳动能手走向市场、
发家致富的经营项目。不少人正是凭借这门手艺
把小日子过得蒸蒸日上。随着网购逐渐普及，也
有商家把石头饼这种传统风味搬到网上，借助互
联网开拓了新市场。笔者看到，在淘宝网上一家
老字号的石头饼单月销量甚至达到1000多件，
石头饼这种传统风味借助互联网技术为更多人所
熟悉。
不同于一般以口感给人深刻印象的地方小

吃，石头饼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厚重历史感。就像
贾平凹《丑石》中那块其貌不扬的石头，却是见证
过人类历史的陨石。想想在走过了饮食的石烹时
代、陶烹时代、铁烹时代，直至如今的智能化烹饪
时代，现在又能回头品尝石烹时代的化石级食物，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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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味的石头饼成为一些劳动能手走向

市场、发家致富的经营项目。一个个外形坑坑洼

洼、散发着香气的石头饼，薄而松脆，表面微焦，咬

起来酥脆咸香，令人难忘。 徐 胥摄

与其他锻炼方式相比，广场舞门槛低、花样多、娱乐性强、可交流、易传播
……这让广场舞逐渐拥有了跨越年龄、性别的队伍——

交谊舞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张 雪摄

北京陶然亭公园北门，是水兵舞在中国的发源地。 张 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