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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再一次去街头表演一次⋯⋯”这

句话是今年疫情停演期间，上海持证街头艺人

杜烁辰患上重病生命垂危之际，对朋友们说
的。也是在这群街头艺人兄弟姐妹的帮助下，

他战胜了病魔，痊愈了。杜烁辰说，“错过了 55

购物节的演出，终于赶上了这次 66上海夜生

活节。”今晚 7点，杜烁辰将和 60多位街头艺
人一起，为上海带来为期 3周的“街头艺人周

末秀”。当然，今夜在这座城市流淌着的旋律
中，除了兄弟之情，还有爱情。

病危愿望 再唱给你听
今晚，杜烁辰能够重启表演之旅，别人也

许只需等待疫情散去，而对他来说更不容易，

需要战胜的更多。
原本，今年春节杜烁辰买了几套新的表演

服，打算留在上海的街头，唱响春天。杜烁辰清
楚地记得 1月 23日那天，他穿上新衣服，刚刚

来到静安公园门口，支好了话筒和音箱，准备

抱着吉他开唱，手机里突然接到了停演通知，
他立刻收拾起所有的东西，回了家。

比起疫情停演通知更似晴天霹雳的是，杜

烁辰患上了肝病，医生告诉他，只有花费上百

万移植肝脏，否则会危及生命。街艺的兄弟姐
妹们和喜欢他表演的粉丝们知道了这个消息，

纷纷伸出援手，帮他筹治疗费。有位兄弟甚至
直接打电话把自己老家的房子卖了，让杜烁辰

安心治病，钱的事情不用担心。在兄弟姐妹和

粉丝们的温暖和支持下，杜烁辰竟然逐渐康复
了，看着每次化验的指标，连医生都觉得是个

奇迹。
为了加快身体的恢复，如今的杜烁辰每天

坚持跑步十几公里，兄弟们

有时候还会问他记不记得，
当初生命垂危之际躺在病

床上说自己还有愿望未了？
他当然还记得，“还想再

去街头表演一次！”“55

购物节”开启时，杜烁辰

就强烈要求参加复演，上
海演出行业协会和街

艺兄弟们考虑到他的
身体，没有让他参加。

这次杜烁辰终于不再

错过，他听说观众都为夜市
而来，他为各个年龄段的观

众准备了诸多曲目，尤其是
《成都》《蓝莲花》等保留曲

目。今晚，他要和华俊（萨克
斯）、李超然（键盘）、何清

（架子鼓）一起在思南公馆

唱开场曲《我和我的祖国》，
也许你会在杜烁辰的歌声

中能体会到更多。

放弃商演
终于到正门
在今晚的另一个表演

点———兴业太古汇，有一对

夫妻组合“刘俞组合”，妻子
叫刘丽媛，丈夫叫俞涵译，

他俩可是上海乐队中的红
人，除了平时参加街头表演

之外，各种商演的邀约不

断。为了今晚的“街头艺人
周末秀”，夫妻俩还推掉了

一场商业演出。据了解，那
场商演就在兴业太古汇的

室内，夫妻俩毅然放弃，他
们要和兄弟姐妹们一起，来

到商场正门为大家歌唱。
刘丽媛在留学期间就

非常喜欢街头表演，也在纽
约的街头表演过，回国之后，也是因为音乐和

俞涵译结缘。来上海之前，他们在外地也有过
街头表演，但是很多地方对这样的艺术形式管

理不规范，所以他们听说上海可以通过考试持
证表演后，立即来到了上海。“说起来也有意

思，那会我们还没有结婚，她有上海户口可以
报名考证，我不够条件，后来我们干脆就领了

证，这样我是上海家庭成员，也顺利地考到了
资格证。”俞涵译说。

一晃四年过去了，“刘俞组合”作为街头艺
人也走进过商圈，不过那时商场为了避免车流

和人流的交集，总是把他们安排在边门、侧门
的位置，而这次“66上海夜生活节”在严格的管

理下，他们终于可以走到商场的正门唱歌，即

使全程戴着口罩唱，夫妻俩也一定要来轧这个
“闹猛”。 本报记者 吴翔

从从5555

    华灯初上，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夜色逐渐包裹住申城。

以往的这个时候，复兴中路上的思南书局已经关门，但昨晚，
店里灯火通明。配合着“上海夜生活节”的举办，“深夜书桌”为

读者亮起了灯。首场“深夜书桌”活动，50个名额销售一空。
暖黄的灯光铺满桌面，耳畔只有书页翻动的细微声响，

“深夜书桌”开始不久，几对“亲子读者”就自发聚集在了一楼
的长条桌前，虽然根据出示的预定二维码，店员会把他们带到

书桌前，“有点像餐厅用餐时一样”，但是，他们解释最后选择
长条桌落座的原因：“小朋友总会发出些声响，我们就聚在这

个角落，不影响别人，也自得其乐。”

读者王慧家住在宝山，到复兴中路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地
铁。刚在“深夜书桌”前坐定，上幼儿园中班的女儿爱丽丝就缠

着妈妈继续读刚刚路上读的《精灵鼠小弟》，王慧说：“这样的
环境能让我和孩子一起静下心来，进入书的世界。”

上班族陆廿柒是路过思南书局时突然起意来体验。傍晚
时分的大雨阻挡了一些原本预定了书桌的读者，让她有机会

在 4小时的阅读时间占据一个靠窗的单人书桌。她在书架前
寻找着心仪的读物，“每次来书店，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偶遇惊

喜’的享受。”她在这里一直待到打烊。
“深夜书桌”并不仅仅存在于这个周末，从昨晚开始到 6

月 30日的每周五、周六晚 8点到 12点，思南书局复兴中路店

都开放 50个“深夜书桌”座位供读者预定。读者花费 50元，就
可以享受 4小时的专属座位，以及书店提供的一杯饮料和一

份点心。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吴旭颖

    “五五购物节”

满月后落下帷幕，“六六夜生活

节”今晚华丽启幕，无缝链接起美好生活的

日日夜夜。昨晚，“五五购物节·品质生活直播周”的
收官活动之一———“品质生活直播周大直播”订购

总额突破 950万元，订购总数超过 1.5万件。 今夜，

上海率先推出的持证街头艺人将在全市 30个街

区主干道，开启“文艺夜市”的演出；思南公馆里的

“深夜书桌”也为夜晚读书人多点一盏灯……

从直播到夜市，我们一点一点走向可以适度

见面的休闲生活。 街头艺人有着戴上口罩表演
依然能高歌的技艺，观众看演出则可看、可停、可

走。观演时空由路人自行决定。街头艺人表演，还
形成了与文创集市“搭伴”的“标配”，宜静宜动，

亦庄亦谐。 融入夜生活、艺人摆摊头，是城市拥
抱街头艺人的大突破。 如今，街头艺人走上了主

干道、商场正门广场———无论是淮海中路华狮广
场的门口，还是思南公馆夜生活节的主舞台，都

将看到他

们对生活的讴歌。

与此同时， 夜间经济也融

入了摆摊形式。 无论是街头艺人的演区，还
是手工艺人的集市，也正是宋朝就兴起的“勾栏瓦

舍”———彼时，大规模的“瓦舍”相当于露天剧院，

拥有十几二十个演出棚“瓦舍”。 中国戏曲就是从

宋朝起繁荣至今的。当年的勾栏瓦舍纯粹是“市场
竞争”，也正是“夜间经济”活跃的象征……

如果说“55”展现的直播，是高科技与文化融

合的应用场景带动消费；那么“66”带来的夜间摆
摊，则是对传统文化生活的致敬、继承和创新性

转化，本质依然是对美好生活、品质城市的向往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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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内一对母女在阅读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