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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秧歌到广场舞

———对烟台市营盘村体育文化活动变迁与发展的调查研究

王艺婷

( 成都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逻辑分析等方法对烟台市营盘村体育文化活动大秧歌与广场舞的发展进行调查研

究，得出: 由于人口流动，老艺人老龄化; 农业技术发展，解放农村劳动力，农耕文化渐淡; 电视、网络的传播; 思想观念

的改变等使大秧歌衰落与广场舞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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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的目的

自 2014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

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 国发〔2014〕46 号) 以来，我国

体育产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农村体育仍然是我国体

育产业中的薄弱环节，因而引起政府和学者的高度重视。张

小林、白晋湘等曾提出: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农

村体育已逐步成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

农村体育工作的重点也已从县逐步转移到乡镇，现在已经具

备延伸到村落的条件。卢文云认为: 农村体育研究的边缘化

还表现在研究的“纯体育化”，缺乏把农村体育放在地方社

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中进行调查分析，使农村体育的研究融入

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之中。
虽然现有不少文献对农村体育进行研究，但多数是以少数

民族地区有传统体育项目的村落，或是经济较发达的农村为研

究对象，对经济发展并不突出且没有传统体育项目的农村体育

研究，鲜有报道。文章以一个普通行政村为研究对象，以大秧

歌与广场舞为切入点，探寻农村体育文化活动的发展。

2 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2. 1 研究的对象

文章以烟台市桃村镇营盘村为研究对象，营盘村位于烟

台市中部，山地多丘陵，南北邻山，有耕地面积 1830 亩，

果园面积 220 亩; 有 400 余户村民，近 1200 人口，其中党

员 39 人，两委成员 6 人; 交通较为便利，村内多数路为硬

化水泥路。农耕操作基本以人工为主，机器为辅，地势原因

尚未形成大型机械化生产的格局; 该村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小

麦、玉米、红薯、花生等，主要经济作物有大樱桃、苹果

等。在物质生活上，营盘村绝大多数农民较为富裕，电话、
电视机等几乎全覆盖，多数年轻家庭中安装有网络。在文化

设施上，该村有老年活动室 1 个，硬化文化广场 1 个 ( 安装

健身器材) ，篮球场 1 个，硬化村委大院约 200 平方米。
2. 2 研究的方法

( 1) 文献资料法。文章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查阅

了农民体育、大秧歌与广场舞相关资料。
( 2) 田野调查法。笔者深入当地进行考察，以体育管

理学和体育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为依据，选取了活动项目、参

加者、活动时间、场地设施、组织管理 5 项为观察指标。
( 3) 逻辑分析法。结合大量文献资料，对田野调查中

了解到的信息进行归纳和整理并作逻辑分析，得出本结论。

3 研究结果

3. 1 营盘村大秧歌的发展

营盘村与海阳市邻近，其秧歌表演形式与海阳大秧歌有

一定的相似之处。秧歌队伍主要有执事 ( 包括三眼枪、彩

旗、香盘、大锣) 、乐队 ( 包括大鼓、大锣、大钹、小钹、
大镲、小镲、堂锣等) 、舞队 ( 包括指挥、花鼓、小嫚、霸

王鞭、锢漏与王大娘，丑婆与傻小子、老头与老婆、猪八戒

背媳妇、跑驴、高跷等) 三部分组成。
早在十五六年前，几乎村村都有秧歌队，节庆时邻近几

个村庄的秧歌队会相约“斗舞”，相互切磋学习，秧歌的表

演形式保存较为完整。作为一种民间的艺术，并没有固定的

教材或是史书记载，只是人们一代代地传承下来的，多数以

村为单位，组建秧歌队，以老带新进行传授指导。但近十年

间各村秧歌队相继解散，营盘村的秧歌队也在解散与再成

立、再解散的曲曲折折中摇摆，已看不到当年的辉煌，老艺

人们年事已高，年轻人少有学习秧歌，人数规模越来越小，

节目也越来越简单化，而在今年再次成立的秧歌队中，执事

缺失，舞队中已不见曾经的花鼓、霸王鞭和高跷等项目。
3. 2 营盘村广场舞的发展

五六年前，营盘村的广场舞开始兴起，晚饭后在村委大

院开灯，由两三个文艺爱好者网上学习领舞，村民自愿跟在

后面跳，其主要参与人群为 35 ～70 岁女性。与城市中广场舞

扰民等众多负面新闻相比，村民对广场舞持有积极态度，每

当村委大院大灯开启，音乐响起，吃完饭的村民喜欢聚集到

村委大院门口跳舞，看热闹，聊天或到对面的文化广场锻炼。
3. 3 大秧歌与广场舞的异同

大秧歌与广场舞作为营盘村体育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都具有锻炼身体、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观赏等特征。但

从时间上来看，大秧歌主要集中在节庆前后，而广场舞在日

常的晚饭后; 从参与人群来看，二者参与人群有重合，但大

秧歌中有男性老年人 ( 村中的老艺人) 参与，而广场舞参

与者都为女性，且有较为年轻的群体参与; 从排练目的来

看，大秧歌的排练以节庆的庆祝、表演为目的，( 下转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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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积极引进新技术

积极引进新技术，同样能够达到提高油田企业土地管理

水平、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例如: 油田企业可以

将水平井、侧钻井以及丛式钻井技术，共同应用到钻井工作

中。针对老井场，可采用侧钻井技术，在原有的井场上继续

钻井。采用上述方法钻井，不仅能够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

的。同时，还能够有效解决再次钻井所带来的土地资源浪费

的问题。进而使企业的 “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能够

同时得到提升。
3. 3 加强土地监察

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油田企业应加强土地监察，从事

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出发，提高土地管理的规范性。例

如: 事前，油田企业可以指派监察人员，深入到开采区域

内，评估油田开采对土地的需求量，做到心中有数。并以评

估结果为依据，对实际占地量进行控制。事中，监察人员应

深入到施工区域内。如发现施工人员存在非法占用土地的问

题，需立即制止。事后，针对未按企业要求占地者，企业需

通过扣除其部分薪资等方式，对其进行惩处，提高土地管理

水平。
3. 4 保证土地安全

保证土地安全，对油田企业土地管理水平以及土地利用

效率的提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油田企业应加强治

理，使土壤及水资源污染等问题得到解决。例如: 针对石油

烃污染物，可以采用化学氧化技术，将臭氧应用到治理过程

中。使臭氧能够与地下水中的物质相互作用，进而使水中的

污染物能够被清除。化学氧化技术，为生物降解技术的一

种。具有安全性强、无二次污染的优势。因此，将其应用到

油田企业的污染治理中，可行性较强。

4 结 论

综上所述，当前，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的问题，已经成

为制约各油田企业发展及国家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未来，

以长庆油田企业为代表的各油田企业，应在分析自身在土地

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将“降低土地浪费率”，作

为土地管理的重点任务之一。同时，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加

强土地监察、提高用地安全性，以使我国的土地利用效率，

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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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P38) 广场舞是为了锻炼身体; 从表演形式来看，大

秧歌带有传统的农耕、祭祀等色彩，广场舞注重动作优美、
整齐、欢乐、健康; 从妆容上看，大秧歌锣、鼓、钹、镲等

道具众多且不可或缺，表演人员戴红花、涂红腮，广场舞仅

需一个音响，道具简单，且无须特定妆容。
3. 4 大秧歌衰落与广场舞兴起的原因

( 1) 人口变化。当地农民从以农业为生的世代定居状

态，发展成了外出求学、务工的迁移变动状态。多数年轻人

不在村中，老艺人们一代代老去，传统的大秧歌，无法以老

带新地代代传承。村中的广场舞是从网上学习，是中青年人

带领老年人锻炼。
( 2) 技术改变。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机械化广泛使

用，大大缩短了农忙时间，农民不再仅仅指望春节农闲时的

娱乐与 喧 闹，有 更 多 的 时 间 与 精 力 锻 炼 身 体、追 求 享 受

生活。
( 3) 文化传播。在农村老一辈中，识字的人很少，随

着社会的变迁，大多数中老年村民接受了学校教育，自身文

化知识的增长，有利于对新事物的接受。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电视、网络的普及为村民提供了增长见识的挈机，丰富

了村民的业余生活，也使之可以与时俱进，广场舞的风靡，

令村民纷纷效仿。
( 4) 思想观念与主观努力。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最简

单的说法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代。烟台作为国家首批

对外开放港口城市，许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投资进驻到烟

台的县城和乡镇，部分农村人因此转变为工人或农闲时在周

边乡镇打工，他们以农为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观念和

思想也逐步在变化。节庆时，农民不再拘泥于表演秧歌; 生

活方式更愿意效仿城市，希望摒弃 “乡土”气息，向往时

尚、简洁的 生 活，因 此 更 容 易 摒 弃 传 统 的 大 秧 歌，接 受

“外来的”广场舞; 对传统农耕文化中祭祖、祭神、祈求风

调雨顺的仪式不再感兴趣，更加相信自己，注重身体锻炼。

4 结 论

无论是大秧歌还是广场舞都是丰富村民娱乐生活、锻炼

身体的重要体育文化活动。大秧歌是村民丰收、节庆时表达

喜庆、欢乐和希冀的草根艺术，是农村祭祀、祈福、娱乐的

需求，也是乡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应该取其精华，

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并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
从节庆时的大秧歌到日常的广场舞，营盘村民丰富业余

生活、增强身体锻炼的意识在不断增强，除此之外，健身器

材的频繁使用，散步、羽毛球、乒乓球等多种形式的锻炼，

全民健身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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