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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有乐有滋味 幸福开花节节高
休闲娱乐是人们调剂生活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它实实在在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改革开放40

年来，内蒙古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大步提升，休闲娱乐方式也随之丰富起来。
从一年难得看上几回的露天电影，到个性化的家庭影院；从收音机中收听音乐、评书，到遍地开花的KTV；

从台球厅、游戏厅到网络游戏，再到手游；从小人书到日本漫画、美剧韩剧……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大众休闲娱
乐活动反映出不同时代人们休闲娱乐生活发生的多彩变化。

文/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院秀琴

休闲娱乐方式日渐多元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物质条件有限，

休闲娱乐设施匮乏，人们辛勤劳作一天
后的休闲方式，只有坐在门口与邻居亲
友拉拉家常，或者去邻居家串门。

“一般夏天就坐在门口的大石头上
拉话，冬天就串门子，有时候打打扑克。”
家住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暖水乡的苏娥
女提起40多年前村里的生活时说。

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来了休闲娱乐
生活的春天，内蒙古人休闲娱乐的方式
日渐多元。进入上世纪80年代，村里偶尔
放露天电影、唱大戏成为人们最喜欢的
休闲娱乐方式。

“小时候，我和村里的许多小伙伴一
听说晚上要放电影或者唱大戏、二人台，
就高兴得不得了。”今年50岁的袁连根出
生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麦胡图镇，在他
的记忆中，童年的娱乐生活就是在村里
看电影、看大戏。

“那时候，农村的戏台可简陋了，都
是空地上临时搭起来的，主要是演二人
台和山西梆子。电影放映条件也差，放映
员用马驼着放映机器，在村里找一片空
地，立两个木杆子，再把幕布挂在木杆子
上，就可以放电影了。但是人们一听说唱
戏或者放电影，都特别激动，不管刮风下
雨，晚饭都顾不上吃就搬上板凳去等着了。”
袁连根回忆，《走西口》《打金钱》《五哥放羊》
等二人台节目，《王宝钏离寒窑》《打金枝》
《辕门斩子》等剧目，《地道战》《地雷战》《小
兵张嘎》等电影，都是他那时候看得最多的。

“有的看过好几遍了，还没看够，主要是演得
少，每个月也就能看个一两场，有时候，一
个月也看不上一场。”袁连根说。

与袁连根的休闲娱乐方式不同，生
活在城市里的范晨辉休闲娱乐主要靠听
广播、看报纸和看书。

范晨辉1962年出生于呼和浩特，是一
位大学教授。他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人们
最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是用收音机听音
乐、听评书，看报纸小说连载，或者看书。

“我上大学的时候，半导体是稀罕物
件，哪个同学要是有一台，其他同学都往
他跟前凑。还有一些人去图书馆看书、看
报，每个院系一般只订一份报纸，所以我
们看小说连载都看不完整，这一章能看
上，下一章可能已经被别人借走，就看不
上了。”范晨辉说。

休闲娱乐产业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催生了更多休闲娱乐的新方式，也推动了休闲娱乐产业的迅速发展。

“上初中时候，我和同学经常去青城公园的旱冰场滑旱冰，那是当时呼市最大的旱冰场，最开始一个人
5毛钱，后来涨成了1块钱，不限时长。”1980年出生于呼和浩特的郑帅告诉记者，当时位于南茶坊的华夏旱
冰场也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后来阿尔泰游乐场和其他公园也陆续开了不少旱冰场，可供他们休闲娱乐
的地方就更多了。

上世纪90年代，像旱冰场一样遍地开花的还有录像厅、台球厅、游戏厅，和后来称之为“KTV”的卡拉OK厅。
“我们一开始K歌是在公园、广场、甚至马路边，卡拉OK基本都是搭配着烧烤摊出现的，夏天晚上没事

干，出去吃吃烧烤，喝喝啤酒，唱唱卡拉OK，太惬意了！”范晨辉回忆。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K歌、打台球、街机游戏等休闲娱乐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欢迎，这些休

闲娱乐项目渐渐从一个个小摊发展为规模化经营，变成了KTV、台球厅、游戏厅，不再受季节的限制。
“当时我们常去的KTV是大学东路的飙歌，和满都海公园附近的歌莱美，虽然现在都已经关门了，但是

说起来都是满满的回忆啊！”呼和浩特市80后姑娘赵馨星告诉记者。
还有不少喜爱唱歌的家庭甚至购置了音响、话筒和卡拉OK点唱机，周末邀请三五好友来家里，唱几曲

流行歌曲，成为那时许多人的休闲娱乐方式。
与此同时，内蒙古各地区的文化活动和文艺晚会也逐渐增多，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城乡居民有了更

多展示才艺、锻炼自我的机会，观看文艺演出也不再是年节时的“专利”，变成了走出家门想看就看。

休闲娱乐活动
注重健康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
改革开放的铿锵步履，休闲
娱乐产业日臻成熟，电影院
遍布各个大大小小的商圈，
阅读、手游、看电视剧等休
闲娱乐活动都浓缩在一部
小小的手机里。内蒙古人也
开始了对高品质生活的追
求，旅游这项曾经被认为是
奢侈的休闲娱乐方式开始
在内蒙古人中间大放异彩。

现在，很多内蒙古人
已经不满足于周边游和国
内游，他们已经把旅游的目
的地放在了国外。“现在我
们几个老太太凑在一起，都
在比谁去过的国家多！”聊
起生活变化，通辽市退休干
部张玉玲满面春风。

物质条件的极大改
善，使人们越来越注重健
康。如今，各式各样的健身
器材已经成为学校、公园、
居民小区的标配，人们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不
同的健身器材和健身方式。

除此之外，广场舞也以
迅雷之势崛起，每个清晨、黄
昏，成为大爷大妈们狂欢的
时刻，内蒙古的广场舞还融
入了顶碗舞、筷子舞等蒙古
族舞蹈元素，让人不由地眼
前一亮。正在学跳健身舞的
苏娥女说：“以前吃完饭只能
坐在家里看电视，这几年村
里有了广场，晚上就能出去
散散步，现在又学习跳健身
舞锻炼身体，日子是一天比一
天幸福！”而好友相聚的方
式，也不仅仅只是吃吃饭唱
唱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和
朋友相约一起去游泳馆、健
身房等。“一过了30岁，啤酒
肚越来越明显，我和哥们儿
就约着一起减肥，现在我们
聚会都改在健身房了。”郑
帅告诉记者。

内蒙古的广场舞融入了蒙古族舞蹈元素 呼和浩特市星河丽景小区的健身器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露天电影很受欢迎

托县居民观看演出

打
台
球
也
是
人
们
喜
爱
的
一
种
休
闲
娱
乐
方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