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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那天天，，我我在在静静安安公公园园
吹吹萨萨克克斯斯风风

    上海作为全国首个实现街头艺人

持证上岗的城市，街头艺人为这座城

市增添了不少人文温度。
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队伍从最初

第 1批 8位艺人扩展到现在 14批 250

余位艺人，汇集了来自 15个国家和地
区以及全国各地怀着音乐和艺术梦想

的艺人。每一批艺人都经过了严格考

核、培训持证上岗，有的已被评为了“上
海最佳街艺”，甚至代表上海到国外参

加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宣传交流活动。
让人欣喜的是，这些街头艺人中有三分

之二都是拥有高学历的 80、90后年轻

艺人。他们的表演形式从比较单一的几

种发展为多种多样的 30余种。除了演
艺类之外，还包括非遗手工艺类。

在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的指导
下，这群“上海街头艺人”成立了专委

会和督导组，负责演出排班和监督管
理，均由艺人在业余时间兼职。从纪律

到艺术到艺德，上海的街头艺人也有

一套完善的自我管理的办法。从自律
到他律，5年来，上海街头艺人内在向

心力也不断加强，上海的街头艺术也
凝聚成了一道风景线。

本报记者 吴翔

藏龙卧虎
千万别小看街头艺人的水平，这其中藏龙卧

虎———有音乐学院毕业的女高音，也有电视节目

“达人秀”的网红，更有放弃专业院团身份走上街
头献艺的职业演员⋯⋯

从小苦练杂技的郑永强，曾是河北一家专业

杂技团的演员。2016年，他来到上海，无意间在静
安公园门口看到了街艺表演，驻足了几个小时。

“那一刻起，我决定做一个街头艺人，我喜欢这种
和观众零距离交流的感觉。”经过层层选拔，郑永

强成了第 11批持证的街头艺人。
考虑到街头表演的安全性，从前郑永强擅长

的那些节目大都不适合在街头表演，他要重新学

习小魔术、小杂技，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和路
人交流，“零距离表演魔术，而且 360度无死角，

真的有压力。”郑永强说。有郑永强的演出，欢笑

和掌声总是很热烈。“这要归功于这两年，在街头
和小朋友的‘斗智斗勇’。”郑永强说，“虽说我们

在街头表演，但水平绝对不能下降，不演出的时
候，我每天都要花三四个小时练功排练。”

名扬海外
比起需要服装化妆道具一系列工程配合的

舞台，街头更加包容开放，就像上海这座城市一

样。在上海涌现的一大波“持证街艺”中，除了像

郑永强这样的专业艺人之外，也有如文章开头提
到的华俊那样的业余表演爱好者。

吹萨克斯的华俊在一家事业单

位工作，他说，“我是上海人，家里

人都觉得我能为这座城市的

角落演奏一段旋律，是为这座城市添彩。”

站在街头，华俊吹着萨克斯，看到过西装革
履行色匆匆、左手汉堡右手把手机贴着耳朵皱着

眉头的男人，在他的旋律中停下脚步，放下手机，
松开眉头。“这个城市太忙碌了，我想让大家走在

路上舒缓一点。”遇到孩子，就像文章开头一样，
他懂得调低音量，“我们要成为城市的风景，而不

能增加城市的噪音。”

华俊受邀前往新西兰参加元宵节演出时，一
位金发碧眼的老外用中文对他说道：“我认识你

们，你们在上海南京路静安公园门口表演过。”

互相尊重
对观众的尊重，也是对艺术的尊重。毕业于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杜烁辰说：“哪怕只有一

个观众，我们也要尽全力为他表演。”
今年春节，杜烁辰留在上海几个演出点轮流

演奏，“上海的冬天有点冷，我想用歌声温暖路上
的人。”杜烁辰说，“这些年的街头演出，周边楼宇

小区的观众也在温暖着我。”夏天，他顶着热浪坚

持演出，会收到写字楼白领帮他多带的一杯冰奶
茶；冬天，在刺骨的寒风里，他抱着吉他弹唱，周

边小区的阿姨端来还冒着热气的饭菜，“快趁热
吃！”温暖，就在这座城市里传递着。

上海街头艺人从当初“破冰之旅”的“新鲜
事”，如今已成为人们日常文化生活中的“平常

事”。上海的街头艺人使城市更有吸引力、更显现

亲和力。越来越多的行人游客对街头艺人给
予充分的尊重和关爱，也反映了城市

文明程度的提升。

本报记者 吴翔

    “有一次，我在静安公园门口吹萨克斯风，一位妈妈推
着婴儿车经过，我看到了熟睡的孩子，于是在旋律的间歇，
降低了音量。等孩子和妈妈走过去，我再调回来。妈妈转身
就给我一个大拇指。”持证街头艺人华俊说，如今，为孩子调
低音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5年来，“持证街艺”和观众
一起，彼此成就，逐渐形成街头观演的良好氛围，推动上海
城市文明进一步发展。

有组织 守纪律
上海街头艺人管理日趋成熟

马上评

上海 5 年前在全

国首创 “持证街头艺
人”模式时，一些海外

媒体评价此举为“向城
管说 Byebye”。 近几年

来，成都、天津、长沙、

广州、深圳等城市也仿

效上海，批准了一批街

头艺人持证上岗。实话
实说，街头艺人看到某

些外地媒体积极正面
的报道也有些五味杂

陈。 例如，标题看起来
是为他们鼓劲：“卖艺

也有‘免赶’金牌”———

可是，以“卖艺”“免赶”

来形容街头艺人，看了
感觉不是滋味。还有的

标题则是：“五年过去
了，街头艺人过得还好

吗？ ”听起来不免是要
掬一把同情泪的节奏。

在上海做街头艺
人的艺术家，来自天南地北乃至海

内外， 其中还有少数民族歌手、乐
手以及来自韩国、日本、澳大利亚

等国的小提琴手、魔术师等。 他们
私下交流时会谈及，“只有在上海

做街头艺人才做得长久。 ”一方面，

“5年前， 收到的打赏可能有几角

几分的钢镚儿，如今，时常有一张
50元乃至一张百元纸钞”；另一方

面，与观众的互动，与指导单位和

管理部门的互动，都让街头艺人倍
感温暖。街头艺人也有他们各自的

粉丝团，会追捧他们。一次，有一位
女性就是想听一位街头艺人唱

歌———虽然他当天在场，但是脖子
里挂着的是督导员的牌子，也没带

上可伴奏的吉他。于是，他表示，真
想听，明天来，明天他唱。 结果，这

位女粉丝第二天愉快地来听他放
歌。这些遵守规则且彼此尊重的事

例积少成多， 让街头艺人感
觉如沐春风。

如
沐
春
风

▲

在昨天的 2019第五届上海街艺节开幕式上，街头艺

人们在表演合唱《祝福你，中国》

本版图片 记者 郭新洋 王凯 摄

▲

“非遗”手工艺

展示吸引小朋友

▲

街头艺人表演变脸

■ 来自巴

西的小丑
演员和市

民互动

■ 美国艺人
亮相上海首届
街头艺人联展

    点亮城市街头巷尾的，不只是缤纷的自然
色彩，还有让人炫目的艺术流。 昨起持续一周
的 2019“第五届上海街艺节”如期而至———

文
体
社
会

朱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