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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一批8人扩展到目前17批300余人，三分之二拥有高学历，

表演点位扩展到30多个，上海持证街头艺人正在全方位升级

让街头艺人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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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艺人，

是一个可以让艺
人与城市彼此成

就的尊称。 艺人
的生存状态，会

反映在他们的艺
术创作和表演形

态之中。

持证街头艺
人 ， 是上海于

2014年首创的模
式，当时，是对城

市精细化管理、

艺人与观众在街

头互动的多重试
验。眼下，上海市

演出行业协会又
把“街头艺人”升

格为 “城市艺
人”，进一步凸显

城市与艺人，乃
至城市与人之间

的互相成就。

如今， 这些
艺人的舞台已不仅仅限于街头，

而是融入了火热的这座城之各
个空间———正如演出行业协会

力推的另一个品牌 “演艺新空
间”，亦即非标剧场，在广场、商

场、楼宇、公园、游船、文创园区
等各个城市更新过程中冒出来

的非标准剧场的空间里，都有各

类艺人活跃的身影，这些艺人的
自理自治，已经形成一套规范化

体系，数百名艺人可以“自转”还
能“公转”，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不

少的温暖气息与文艺气质。

从“街头艺人”到“城市艺

人”，貌似小小一个称谓的改变，

但折射出的，却是一座城市对艺

人的态度、对文化的尊重。 而自
2014 年起，我们一直关注并率

先报道了很多暖心的艺人故
事：阿杜在上海唱来了一个家，

去年他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而
今年“七一”钱一明也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 今年在静安 《辅德
里》表演现场、在徐汇“最文艺疫

苗接种点”， 我们都能看到这些
艺人的身影……正如艺人华俊

对儿子所说的那样， 在上海这座
城市里为人演奏音乐，“是一份

事业”。 在一座有爱意、有文化
的城市里表演， 是一种幸福；

在一座随处听得到音乐、 看得
到表演的城市里生活， 更是一

种幸福。

看城市艺人，更多看到的是
城与人、人与人之间彼此成就的

故事。 我们会持续关注下去。

水平在提高
6年前，上海交大毕业的华俊看到了

第一批持证街头艺人的表演，萌生了自己

走上街头的想法，经过考核，他成为了第
二批通过认证的街头艺人，也开了高学历

人才成为街头艺人的先河。
如今，在上海持证街头艺人的队伍中，

三分之二都是拥有高学历的 80、90后艺人，

他们中有双学士、双硕士，还有很多海归。来
自中国台湾的李惠淳就是一名海归，她在美

国学完工商管理后，在香港地区工作了一段
时间，通过新闻报道看到了上海街头艺人的

风采，点燃了她少年时代的音乐梦想，于是，
她辞去了工作，来到上海成了街头艺人。除

了李惠淳之外，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董亦含
说：“我吹奏的乐器是箫，在外国街头也表

演，那里的观众更多的是猎奇，在上海会有
更多的知音。”

从最初一批 8 人扩展到目前 17 批
300余人，人才越聚越多，街头艺人专委会

的“自治”水平自然也越来越高，在协调和
管理上也在不断升级。化学专业出身的钱

一明就和华俊他们一起，为专委会每天的
排班工作设计了一套更科学的方案。专委

会成员之一的杜烁辰笑着说，这套精简化
可视化的方法帮他每天节约了好多时间，

他也可以有更充足的时间练琴。

此外，专委会也监督着每一位持证
艺人的表现，有 14 个项目规定，从纪律

到艺术再到艺德，管理和约束着上海的
街头艺人。

    今年，“徐家汇商圈临时接种点”成了网红，

持证街头艺人在那里为排队打疫苗的市民和医
护人员演唱，一段《这可能是全上海最文艺的新

冠疫苗接种点了》的视频在网上走红。事实上，临
时接种点也是今年街头艺人们新增的演出地，

100多位街头艺人在静安、徐汇、杨浦等区的各
个临时疫苗接种点演出。

如今街头艺人的表演点位扩展到 30多个，

从静安公园起步，遍布上海。除了固定的表演点
之外，他们还会定期组成文艺轻骑兵，背着重重

的音响和乐器，去为物业人员、快递小哥等在这

座城市里奔忙的劳动者慰问演出，他们每个人都

能撑起好几个节目，让演出精彩纷呈。不仅如此，
他们的舞台还在不断拓展，甚至走出上海，曾经

去新西兰参加元宵节的演出，也受邀参加了庆祝
澳门回归 20周年的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中共二大为主题的
非虚构戏剧《辅德里》的主题歌，也是这群街头

艺人唱响的。他们从陕西北路网文讲坛一路唱

到上海的大街小巷：“你会不会想她，辅德里的
灯塔。她依然在守望，她守护着希望……”让更

多人知道上海的红色故事。

    街头艺人的风采也让很多人看到了未来，就

连专业院团的乐手也特意打电话到上海市演出
行业协会，询问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报名考一张

证。工作人员笑着回答：“你们的业务能力肯定没
有问题，你们唯一要考的就是能不能像我们的艺

人一样，在摄氏 40度的高温下，即使街上没有
人，也能坚持演奏 3个小时。抑或，遇到大雨的时

候，能不能像我们的艺人一样，用身体保护集体

的音响和话筒……”未来，也许真的有专业院团
的乐手走上城市的街头，演奏一曲世界名曲。

如今，街头艺人还真的有了未来的接班人。
易拉罐制作手工艺人李雄刚是上海第一批持证

街头艺人，从 1998年起，他在豫
园商城开设窗口，专门从事易拉

罐手工艺制作，直到 2014年，他报名做街头艺

人，工作点从豫园搬到街头，李雄刚的作品《外滩
记忆》如今摆放在上海大世界非遗传承板块展

出。现在，他的儿子也开始继承了他的手艺，要把
他的事业继续下去。

还有，华俊的儿子要上三年级了，现在也开
始吹萨克斯了。华俊说想让儿子知道，在这座城

市里为人们演奏音乐是一份事业。“现在学音乐

的孩子很多，但我们也听说，很多练钢琴的孩子
都是被父母逼的，考完级之后他们再也不碰钢琴

了。”华俊说，“其实并不是所有学音乐的孩子都
能最终走进专业院团，但我想对正在学音乐的少

年们说，做个城市艺人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 吴翔

舞台在延展

未来在延续

▲ 街头艺人唱响《辅德里》主题歌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城市艺人
这些天，作为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

街艺专委会主任的华俊和他的伙伴们挺
忙的，一面要为今年的上海街艺节做着
准备工作，一面还要保持正常的演出节
奏，尽管忙，一切倒也有条不紊。“现在我
们的艺人数量多了，表演的点也更多了，
要把合适的人选安排到适合的点位上，
每天仅这项工作的量就很大。”华俊说。
上海市持证街头艺人作为一道亮丽的城
市风景线，正在不断总结经验，全方位升
级，正如华俊和他的小伙伴所说的那样，
“我们不仅是‘街头艺人’，更是代表这座
城市的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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