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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妈”是幸运的。走投无
路时，陈明与踢踏舞队的“娘家人”，
四川北路街道“出马”，主动延长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开放时间，预留
排练场地。
“灯光、空调、音响俱全，还有

满墙的全身镜，有助纠正动作和细
节！”陈明难掩感激，社区舞蹈比赛
前夕，活动中心特意辟出时间段供
舞队集训，“街道托底，我们特别珍
惜，有时担心把地板踢坏，还会换
鞋练习。”

多方协调之道
将“游击队”收编为“正规军”，

既破解扰民难题，也缓解燃眉之急。
全市有 !"#家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均配备舞蹈、健身房或室外操
场，而在青浦等市郊区县，有些面积

甚至过万，能容纳几十支队伍同场
起舞。
“我们形成一套发现与孵化机

制，街道排班巡逻，发现有‘流浪’的
广场舞队，就寻找其所属居委会介
入，引渡到活动中心等场地。”纪晓
敏在曹家渡街道负责党群工作，已
经收留过 #支队伍。
当时，在万航渡路王朝大酒店、

开开大厦等商业广场，广场舞队已
接近固定饱和，一些新生团体只能
辗转居民小区。“居委会就‘推销’起
活动室，全年无休，风雨无阻，与阿
姨们的需求一拍即合，很快就主动
转移阵地。”

不曾想，惊喜不断。早在 !"$%

年，上海东方社区文艺指导中心就
向全市街道派送“文艺指导员”，经
过教学与辅导，舞姿进步迅速，俨然
“准专业”水平，“在妇女节、重阳节

时，请她们表演展示，登上舞台的成
就感，可比在马路广场大多了！”
突破扰民瓶颈，“创意”层出不

穷。在一些街道，“上海大妈”还获发
蓝牙耳机，尝试“无声广场舞”。不
过，很多人对此却并不看好。
“有些阿姨习惯边跳舞边拉家

常，一片静音，减少了社交的乐
趣。”纪晓敏坦言，曹家渡街道预备
的耳机尚未使用。
“行不通，有朋友就遇上过，出

门买包烟，冷不丁看见一群大妈，在
黑暗中悄无声息地飘，可瘆人了，晚
上再也不敢下楼。”応子强调，广场
舞也讲求与观众的互动，“戴着耳
机，和在家自己跳，有什么区别？”

绽放活力之花
有人曾问，从散步、慢跑到武

术、太极，健身方式有那么多，换个

安静的不行吗？为什么大妈非要选
择广场舞？

简单实用、廉价经济、从众心
理……答案太多。不过，抓住青春
的尾巴、焕发生命的活力，却是最
深切、最核心的共识：“证明我们没
有老，还能跳，还能美！”
对峙与交锋，抵制与坚守，唯盼

双向的尊重与沟通。
“文明多一点，礼让多一点，休

息早一点，声音轻一点”“时间在早
&时至晚 '时之间，音量不超 (%分
贝”，这份倡导“绿色广场舞”的《文
明公约》，道出沪上市民心中所望。
応子强调，广场舞的特殊性，决

定其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伴随着
争议和矛盾螺旋式前进，能够逐渐
得到修正、规范与完善，从而顽强成
长。希望舞友积极配合的同时，社会
也能给予宽容与体谅。“我们都有母

亲，都有姐妹，当她们找到喜爱的娱
乐与运动，希望能支持她们，理解她
们，也原谅她们！”
多一些自制、多一些自由，让广

场舞有序绽放。
晚上 '时 #%分，金平路舞尽人

散，重归寂静。步行街上，那些乐曲、
那些身姿仿佛不曾逗留，只余店家
招牌霓虹闪烁，回忆着已经褪去的
喧嚣。但那首《自由行走的花》的歌
声，却在耳畔回响———

可曾，在梦中遇见，彼此熟悉
的脸；人儿，为美丽的缘，求佛了太
多年。
冰山上，有一朵雪莲，端坐群山

之巅；他们说，她已生千年，有她就
得到了永远。

啦啦啦，啦啦，我是自由行走
的花；啦啦啦，啦啦，我是自由行走
的花……

广场舞是市民民主自治的平台

! ! ! !每当旭日初升或夜幕降临!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旋律! 居民小

区"广场上"公园内广场舞爱好者

们翩翩起舞!既锻炼了身体!又丰

富了生活!成为了上海城市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影

响社会和谐的扰民现象!为了营造

良好的城市文化氛围! 纯净心灵"

涵养社会风气! 在今天舞蹈大赛

启动的这一美好时刻! 我们向全

市广大舞蹈爱好者提出倡议$

! 文明多一点 广场舞爱好

者要成为社区文明舞蹈的倡导

者!积极践行%幸福&精彩&和谐&

文明&欢乐&健康&绿色&美好'的

理念!用健康的生活方式&文明的

行为影响&带动身边的人(

! 礼让多一点 弘扬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 遵守社会的公序良

俗!不占用公共道路!不损坏绿化&

不影响交通! 与他人共享同一个公

共空间时!应该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 休息早一点 遵守国家相

关法规和社区文明公约!在广场上

开展舞蹈活动要兼顾他人的生活

和作息#广场舞活动一般应安排在

每天上午 !时之后!晚上 "时之前

开展!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 声音轻一点 优雅的社区

环境需要我们加倍用心地珍惜与

呵护# 在开展社区舞蹈团队活动

时不大声喧哗& 音量一般不要超

过 #$分贝!给城市一份宁静#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

辉!一个细节可以彰显出一个团队

的品格! 广大的舞蹈爱好者们!让

我们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

做起!尊重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

序!加强自律!文明健身!用我们的

舞姿扮靓城市!让我们共同喊出倡

议的主题词$%幸福&精彩&和谐&

文明&欢乐&健康&绿色&美好'#

$%"&中信 #幸福年华$舞动

精彩%社区舞蹈与时装表演大赛

致广大社区舞蹈爱好者的信

! ! ! !风靡全国的广场舞，是市民自
发自建的社交平台。由居民“自治”
的这个平台，逐渐成为一个“小社
会”，纳入了健身、文化、理财、求偶
甚至“组织建设”等若干功能。由
此，在广场上跳舞的大妈之间，团
队与团队之间，团队与社会之间发
生的关系，时有失衡。但是，不能因
为这种失衡，就整体否定广场舞本
身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虽然，此
事在国外很少发生，平衡起来似乎
没有可参照的先例。但是，政府恰
好可以通过这个契机，引导、推进市
民开展基层民主协商，提升公民社
会的公民意识，让百姓做主人，做好
主人。

文化学者、全国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蒯大
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记者&广场舞扰民看起来是最

突出的矛盾! 但是其根本矛盾是

公共资源的紧缺! 跟不上人民日

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你对此如

何评价)

蒯&毫无疑问，大妈想跳广场舞
是完全正当合理的。每个市民都有
公共交往的需求。跳广场舞，可以
满足健身、娱乐、聊天等各方面的社
交需求。当物质相对富足时，人就

会感觉：“生活好像缺了什么？”缺的
通常就是交流———而广场舞，正好
满足了这一代女性的交流需求，而
且成本不高。

记者& 增加公共资源能够解决

矛盾吗)

蒯&公共资源再扩张，也不可能
跟得上层次丰富的各个人群的具体
需求。而且，人的需求是不断增长
的，是浮动的。因此，通常政府首要
解决的都是市民最基本的需求。

闵行相对地大，可以建设 $%%

个公共文化广场，但是市中心的静
安就不可能仿效也去建 $%% 个广
场。而静安为 )个街道发放蓝牙耳
机，是通过技术设备的资源，来试图
解决矛盾。技术能彻底解决社会问
题吗？未必。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解决广场

舞矛盾的方法是什么)

蒯&社会问题，要由社会解决，
具体说来就是“用群众来做群众工
作”。当下，政府应该借这个契机，开
展基层民主协商。打架不能解决问
题，行政命令也未必能解决问题，但
是民主协商可以。
让跳广场舞的大妈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民主协商，既要
表达自己的意愿，也要尊重别人的

想法。改善当下不少人“自己日子不
好过，让别人也没路走”的心态。
广场舞的根本矛盾还将长期存

在，主要是看身处其中的人，何时能
具有公民意识，何时能走向真正的
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就是明白公民
不仅享有权利也应该尽基本义务。
对于广场舞而言，最简单的就是既
可以享受广场这一公共空间带来的
跳舞便利，也具有保持这个空间清
洁、不造成声音污染的义务。
至于身处其中的人，何时才能

具有公民意识？百年树人是常识。
记者&当下有什么成功范例吗)

蒯& 目前考察下来闵行区文广
局的解决方案路子正，效果好。首
先，他们建设了 $%%个公共文化广
场，在选址上尽量远离小区，音响上
控制分贝，活动时建立规范，在公共
资源方面尽可能做到既照顾舞者又
照顾居民。他们还帮文体团队一起
建立了“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协会”。
改善社会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推进
制度建设。
与此同时，东方社区文化指导

中心也派出指导员，通过他们去社
区辅导跳舞之际，传递文明观念。如
果做得润物细无声，倒也是一条解
决之道。 本报记者 朱光

对话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蒯大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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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分贝过大"涉嫌扰民!一直是广场舞的最大争议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声音轻一点 休息早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