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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舞会

所谓舞会，即是跳交际舞的集会。交际舞或称交谊舞，产生于资本主义时

代，是一种健康而文明的娱乐活动，也是一种有节奏的高雅的动态艺术。跳交

谊舞，人们在舞曲的共同节奏中翩翩起舞，既有利于身体锻炼，也是结交朋友，

寻求友情的好方式。具有“世界语言”之称的交谊舞，步法简单易学，深受各

界群众的喜爱。

解放前，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或太太小姐之类的人，才有机会步入交际舞池。

解放后，一般平民百姓也易于到舞池去跳舞。

北海的交谊舞会，其发展历史并不算长，但其发展历程是坎坷曲折的。

北海的交谊舞会，始于抗日战争之后。当时，在中山东路曾有两间酒家开

设舞厅。一是大东酒家，位于中山东路天海楼的对面街，舞厅名曰：“凌霄阁”。

同时，该酒楼还增设音乐茶座。舞厅和茶座均设在酒楼的天台上。其楼下二三

楼，还开设番摊、三色、牌九等赌场。二是桃园酒家，位于中山东路旧新华书

店(百货大楼西侧)的后座园地，也曾开设一个舞厅，还设有音乐茶座。

这两个酒家当时曾是名噪一时的娱乐场所。舞场所跳的多是慢二快三一类

的交际舞。乐队演奏的多是《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在水一方》、

《天涯歌女》等一类缠绵柔情的舞曲。舞厅晚晚开放，参加跳舞的每个舞厅约

有一百几十人。

解放前夕，合浦廉州镇的金谷园酒家也曾开设有舞厅，偶尔，还举办跳舞

抽奖活动。

解放后，北海的交谊舞会也逐渐得到恢复。1951 年，市文化馆和北海海关

曾举办过交谊舞会，但次数不多。从 1952 年起，在市文化馆(当时在中山中路

支农商店处办公，楼房已拆)的后楼，曾多次举办周末交谊舞会，参加舞会的大

多是干部、职工。除了文化馆、海关两单位外，约于 1954 年，市工商联(当时



办公地点在文明路旧商会)也曾开办过舞厅，以便于工商界人士跳舞。后来，市

团委积极发动青年参加舞会。

1956 年，在中山公园内曾由华侨开办一个对外营业的舞厅，兼设音乐茶座。

这可算是北海解放后第一个真正对外营业的舞厅了。当时邓强曾在该舞厅乐队

作乐手。

1956 年至 1958 年，北海的舞会较为活跃。1960 年以后，交谊舞会逐渐沉

寂。这与当时人们对外来文化的观念有关。

1978 年后，全国很多地方都逐渐恢复跳交际舞，但不久，对交际舞又出现

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交际舞“不合国情、有伤风化”；一是认为它文明高

雅，可“增进友谊，活络筋骨”。

1980 年 6 月 14 日，中央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签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

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

这个“通知”说：自 1979 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不断

出现以营利为目的营业性舞会，有的公开出海报招揽舞客。有些个人租舞厅、

非法售票牟利。此外，在公园、广场、街巷等公共场所还出现男女青年自发聚

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

“通知”认为，这种舞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有些舞姿低级庸

俗，丑态百出，伤风败俗。舞场秩序混乱，还有流氓打架斗殴等。

为了保障社会治安，“通知”特作几点规定：

l、除经政府批准专门对外国人开放的俱乐部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禁

止开办营业性舞会。

2、公园、广场、街巷等公共场所，禁止聚众跳交际舞。

3、发现开办营业性舞会和在公共场所聚众跳交际舞，经教育后不听的，坚

决取缔或处罚。

4、机关、学校等团体组织非营业性舞会的，一律不准对外开放。

1980 年 6 月 24 日，广西区公安局和文化局向广西各地市也转发了上述“通

知”，对群众的交际舞会加以限制。

1984 年 5 月，北海被列为沿海 14个对外开放港口城市之一，为了适应对外

开放的需要，营业性的交谊舞厅也应运而生。市青少年宫、市文化局大院、中



山公园、工人文化宫等处相继开办舞会，也相当红火。

1985 年 10 月 1日，由海香楼联合企业公司开设的“海香楼舞厅”正式开业。

该舞厅位于四川北路市电影公司的北侧。这是北海开放后较先开设对外营业的

舞厅之一。当时舞客云集，舞厅开业后二十天，共接待舞客 4，100 多人次，舞

场面积有 1，600 多平方米，一次可容 200 多人跳交谊舞。舞厅设在第四、第五

层楼上。开业时，舞厅还特邀八名交谊舞的老师负责指导，因当时很多人是初

涉舞池的舞客。

1985 年至 1987 年，北海每年都有 7个对外营业的交谊舞厅(舞场)营业。据

北海市文化局统计，1987 年北海市舞厅舞场有：

文化大院舞场 1985 年 5月 11 日开办，由市文化服务公司主管，负责人魏

大泉。位于解放路 17号文化大院内。

教育大厦舞厅 1986 年 1 月 18 日开办，由市教育局主管、负责人钟轼。位

于三中路教育大厦内。

侨宾馆舞厅 1986 年开办，由侨港镇政府主管，负责人毛秀莲、高文贤。

位于四川路华侨宾馆内。

工人文化宫舞厅 1985 年 6 月开办，由工人文化宫主管，负责人钟运义。

位于和平路工人文化宫内。

振华大厦舞厅 1986 年 10 月 1 日开办，由北海市侨办主管，负责人梁华宏。

位于北部湾中路振华大厦(今粤海大厦)三楼。

中山公园舞场 1985 年 8 月开办，由中山公园主管，负责人陈宗义。位于

中山公园内。

青少年宫舞场和舞厅 1985 年 2 月开设，由市青少年宫主管，负责人陈时

其和黄耐幸。位于市北部湾中路原市青少年宫内(今粤海大厦东侧)。

随着交谊舞活动的深入开展，很多新潮交谊舞蹈也逐渐普及，如迪斯科、

探戈、华尔兹、伦巴等舞蹈。为了推动新潮舞的发展，北海市曾于 1989 年多次

举办新潮舞比赛。1989 年 2 月，北海市群众艺术馆曾主办了北海市首届新潮舞

大赛，这次大赛参赛节目 41个，参赛者 50多人。经过初赛筛选，有 20个节目、

25 名表演者参加决赛。2 月 6 日(正月初一)，在市人民礼堂举行我市首届新潮

舞决赛。决赛结果，共有 15人分别获一、二、三等奖。李传栋、田保华两人的



舞蹈动作配合默契，富有现代气息，舞姿优美，动作难度大，故被评为一等奖。

迪斯科舞形式比较自由，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动作。舞客可随着它强烈的令

人心悸的音响节奏即兴起舞，以抖肩颤身和扭腰为主要特征，是一种热烈而明

快的舞蹈。

1989 年 3 月 7 日晚，北海市中老年迪斯科舞决赛在市人民礼堂举行。参加

当晚决赛的共有 18 个队。他们是在 3 月 4 日举行的，有 33 个表演队参加的迪

斯科舞预赛中筛选出来的。决赛结果，市电影公司演出队获得中年组第一名，

市水产公司演出队获得得老年组第一名。

1989 年 5 月 26 日晚，由市群众艺术馆主办的北海首届交谊舞比赛在工人文

化宫“欢乐园舞厅”举行。获“交谊舞王”和“交谊舞后”桂冠的是王雄滨和

李永莲。他们的舞步洒脱自如，动作明快流畅，花样多而富有难度，配合默契，

自始至终相互间注意感情交流，自然地表现了交谊舞的风格和特点，故名列前

茅。此外，获青年组二等奖的有叶宏杰和陈小妹，获三等奖的有陈晓汉和李晨。

这次交谊舞比赛，群雄聚会，各有千秋。有的舞姿轻盈、有的刚健婀娜、有的

节奏明快、有的浑厚柔美、有的亲切自然、有的舞步娴熟、有的刚柔适度、有

的奇妙高雅、有的旋转自如、有的动作粗犷、有的眉目传情、有的移颈动肩、

有的花式多样、有的简洁大方。总之，这次比赛表明了北海的交谊舞蹈已逐渐

走向成熟，走向辉煌!

1989 年，在广西区交谊舞大赛中，我市选手王红斌和陈永莲参赛时也获奖，

排名在全区第 11位。

1991 年，在柳州举行的广西区国际标准交谊舞比赛中，我市范文光，范玉

玲获新人组拉丁舞第 6名。

1989 年，北海对外开放营业的舞厅有 9 家。其中有：皇都大酒店“皇后舞

厅”，负责人庄开展。中山公园舞场，负责人林铭峰。迎宾馆舞厅，负责人张冠

发。工人文化宫“欢乐园舞厅”，负责人张祖文。中外职工技术中心舞厅，负责

人沈丕逑。富丽华大酒店舞厅，负责人曾伟光。华侨镇“华乐园舞厅”，负责人

黄义章。此外，还有青少年宫舞厅、人防开发公司“百乐门舞厅”等等。

为了招揽舞客，很多舞厅在注意舞厅的装饰外，还聘请著名的歌星和乐队

来演唱和伴奏，并加强歌星献艺的广告宣传。如皇都大酒店舞厅曾张贴过这样



内容的街边海报：“1989 年 10 月 1 日至 4 日，广州歌星雷鸣小姐和伍永佳先生

在皇后歌舞厅献艺，票价 8 元。雷鸣小姐在深圳香蜜湖豪华夜总会有金牌司仪

之称，曾在珠海特区歌唱大奖赛中获奖，享有广州徐小凤、梅艳芳的美誉。伍

永佳擅唱各种不同类型的歌曲，他唱的歌刚柔并重，充满青春活力，是深圳、

广州的红歌星。”等等。

1990 年后，北海迎来了新一轮大开放、大发展的机遇。当时，万商云集，

先后涌现了很多高档次的歌舞厅和夜总会。这些歌舞厅和夜总会，在激烈的经

营竞争中，浮浮沉沉，明明灭灭。如大富豪夜总会(贵州路)、豪城娱乐夜总会(贵

州路)、葡金娱乐城(步行街)、新贵族夜总会(北部湾中路)、明珠夜总会(滨海

路)、杨氏集团维也纳夜总会(公园路)、海龙卡拉 OK 歌舞厅(贵州路)、大西洋

不夜城(贵州路)、中国城文化娱乐中心(海角路)、银滩海上娱乐中心(银滩大

道)，联欧俱乐部歌舞厅(北部湾东路)、百老汇娱乐城(贵州路)、夜巴黎夜总会

(北部湾中路)、凯帝国际大酒店歌舞厅(北海大道西路)、祥龙大厦夜总会(体育

路)、深港酒店夜总会(北部湾中路)、利源国际大酒店夜总会(北京路)、富丽华

夜总会(茶亭路)、中玉大酒店夜总会(北部湾西路)、香格里拉夜总会(茶亭路)

等等。

这些歌舞厅和夜总会都拥有一流的音响灯光设备，美仑美奂的 KTV 包厢，

豪华温馨、佳丽云集。在《轻轻地告诉你》或《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柔情歌曲

声中，在灯光闪烁的舞池里，也不乏有舞女的倩影。

除了这些大富豪、新贵族等歌舞厅外，北海市还有好些平民百姓的舞场，

如中山公园、长青公园、海滨公园、工人文化宫等处的露天舞场。这些舞场不

用乐队演奏，只需有一两只话筒和一部录扩音机播放舞曲，平民百姓便不亢不

卑地翩翩起舞和引吭高歌了。他们或唱《渴望》，或唱《好人一生平安》，或唱

《涛声依旧》等歌舞曲。在这人生舞台上，虽有千奇百态，但也各得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