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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这些年来，上海的街头艺人有的出

了不少专辑，有的上过中央电视台表演

节目，也有的获得过全国奖项，还有的

曾代表上海出访欧美等国家……他们

把上海城市的艺术风采传播得更远。

上海街艺总督导员李雄刚是上海

首批持证的街头艺人，作为一位非遗手

工艺（铝雕）代表性传承人，他坚持在街

头艺人固定的几个展示点和市民见

面。在李雄刚的手下，短短十分钟，一

只废弃的可乐易拉罐经过剪、刻、贴，就

能变成一件艺术品，他的演出摊位前，

总是聚满了小朋友，他耐心地满足他们

的各种想象力。

2018年，李雄刚曾和

上海的一批街头艺人前往

纽约时报广场，参加“欢乐

春节 ·上海文化周”的表演，

在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他

们看到了自己的宣传片，

“那一刻，我觉得能在中国

做一名街头艺人非常光荣，

我们代表的不仅是自己，也是上海，是

中国，所以我们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李雄刚说。

担任街艺专委会的总督导员期间，

李雄刚不仅要舍弃自己当一名非遗手

工艺传人的“赚钱”机会，每天更要投入

大量时间在街艺总督导岗位上“从头管

到脚”，对艺人们是否遵守上岗要求进

行督导。为了有序排班上岗，李雄刚每

晚都要预告并协调第二天各个表演点

的艺人，再三关照和督促有关事项。恢

复街艺后，他更是增加了每天的防疫工

作，他的种种“操心”，以及在其他各相

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保证了街艺演出

的有序安全。

8年来，在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

下，上海街头艺人正随着城市发展形

成一股阳光的力量。本届街艺节自

11月3日至6日在普陀、杨浦、虹口、

浦东等城区的广场、商圈以及街头巷

尾，共演出约40场，在进博会召开之

际为上海的城市文化再增添一抹鲜艳

亮丽的色彩。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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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

星。当街头艺人聚在一起——

无论是街艺节的举办还是仅仅

内部排练，他们都浑身散发

出热与能；当街头艺人散向各

处——无论是公园商场还是滨

江码头，他们都如同星星点亮

城市各处。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有着严格的自律自

治。观众看得到街头艺人在唱

歌，但大概率看不到挂牌的督

导员随时“监控”。新近成为步

行街的张园门口的茂名路，也

成为新的街头艺人唱歌点。一

次，一位没有街艺证件的歌手

准备在此支起话筒，恰好被一

位督导员看到。他上前善意规

劝：“建议你来考我们的街艺

证，如果没有这张证，是不可以

在这里唱歌的。”

有些想在街头唱歌的人为

何不来考证？因为拿到了这张

证，就意味着必须规律地在街

头“上下班”，会有整套考勤体

系规范街艺人员的仪表、唱功、

工作时间、休息时间等。各项

指标每天统计、上报，如果唱错

歌词了会被“提醒下次改正”。

也不是所有街头艺人都能做到

以上这些，也有街头艺人退出、

返乡。但是他的工作岗位立刻

会被人顶上，绝大多数街头艺

人都十分珍惜能成为“上海这

座城市，被人看到的第一眼”。

聚散有时，聚散有光，自己能

在这座城市里得到尊重与关爱，

就是街头艺人回馈的动力源泉。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中国最大的出版

文化基地之一世纪出版园一周岁啦。这个集

结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部和旗下19家出版

单位的出版园区，日前推出为期两个月的“新

时代十年世纪精品好书主题展”暨“世纪出版

园周年庆”系列活动，园内园外、线上线下相

结合，搭建与广大作者、读者深入交流的各类

平台。

记者走进世纪出版园，园区内交流、学

习空间“世纪书房”“世纪客厅”正式开放。

这两个空间历经数月打造，具有清新质朴的

审美风格。“世纪书房”分为书刊阅览区和数

字阅览区，编辑可以在此写稿工作，也可以

博览群书。

作为系列活

动的主体和先

导，“新时代十年

世纪精品好书主

题展”精选各类

图书近3000册，结合世纪出版园中心大堂的

空间布局，集中展示世纪出版集团在推出主

题出版精品、推进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荣获国

家级重大奖项、入选国家中长期重点出版规

划、获得国家重要出版基金资助、打造畅销经

典图书以及教材建设、“走出去”和数字出版

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

此次周年庆系列活动将首次主打“园区

开放日”概念。下周开幕的首届“金虹桥书

集”，以丰富多彩的图书、文创、艺术、咖啡等

产品和“可读、可赏、可淘、可观”的活动，为读

者提供新颖多元的文化体验；同样是首次推

出的“大家看园区”系列活动，将开启别具一

格的“世纪书香之旅”，邀请100位各领域的著

名学者、作家、艺术家分批来园区参观、考察、

交流，走进出版社和编辑部“访书、品书、讲

书、荐书”，并组织策划一系列出版座谈会、选

题研讨会、作品研讨会、文化讲座、出版论坛

等，共同谋划世纪出版的美好前景。

世纪出版园周年庆精彩纷呈

可读 可赏 可淘 可观

□ 朱光

随 着 一
曲《我和我的
祖国》响起，
昨 天 下 午 ，
“2022第八届
上海街艺节”
在上海环球
港 拉 开 序
幕。开幕现
场，24位年轻
阳光的上海
城市艺人，代
表一百多位
持证街艺，表
演了一台质
量上乘、精彩
纷呈的音乐
专 场 。 自
2014年完成
“破冰之旅”
至今的 8年
间，上海街头
艺人不仅仅
为城市歌唱，
给人们的生
活铺上欢快
的背景音乐，
也用自己的
方式，默默地
为城市传递
阳光与温暖。

这8年来，街头艺人们常说：“在上

海，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归属感。”他

们感谢上海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呵护

和温暖，所以愿意以自己的歌声和表

演回馈给城市，为人们增添温馨、亲切

的氛围。

来自云南的街头艺人魏磊——朋

友们都亲切地叫他“小黑”，他说：“不

是说我们唱得有多好，只是旋律起来

总能带给大家感动。有一次，我唱了

几曲老歌，一位90岁的老奶奶静静地

听，她对我说很喜欢，好像又回到了从

前。”今年上半年，小黑每天抱着吉他，

在窗口弹唱，用音乐和歌声为志愿者、

邻居送上一些慰问和鼓励。他说：“常

常一打开房门就看到蔬菜水果放在门

口，令我十分感动。我是一名上海街

头艺人，给大家分享音乐的快乐是我

的工作，也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但

大家却给我许多认可，更让我感受到

这座城市的温暖！”

如小黑一样，上海街艺团队的小

伙伴们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仍然坚

持练琴练唱、排练节目，始终保持着高

水准的演出状态。在昨天街艺节开幕

式上，24位城市艺人所展现的精彩节

目令现场掌声不断。据悉，去年起建

立了首批12名“上海城市艺人”，到今

年又翻了一番。

在今年街艺因疫情停摆期间，街头

艺人从未“躺平”，他们也纷纷穿上防护

服加入到抗疫志愿者的队伍中去。其

中不得不提到林晓明，他是毕业于医科

的第一批“上海城市艺人”，也是上海街

艺专委会主任。

今年，是林晓明到上海的第十年，

他从2018年起成了上海持证街头艺人，

去年，他还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疫情期间，林晓明去了他家附近虹口区

的一家核酸检测点报名当抗疫志愿者，

他的工作主要是开车帮忙从周浦等地

把医疗器材运到虹口，最多的时候一天

要开8个来回，也只有等红绿灯的时候，

才有时间从副驾驶的椅子上拿过盒饭

扒上几口。有时候器材来得很晚，凌晨

2时多才到，他帮着搬运送到检测点后

已经快凌晨4时了，上午10时他又准时

出现在工作岗位上。林晓明说：“我来

自江西革命老区，应该发扬老一辈革命

家的精神，敢于奉献、乐于奉献，能为疫

情防控做些微薄的事，我感到很自豪。”

当街艺表演逐步恢复后，林晓明带

头遵守艺人的十四项规定，主动上岗演

出。街艺兄弟们评价他是“热心为大家

服务而不知疲倦的领头羊”。

奉献，不知疲倦在路上

歌唱，带来快乐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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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第八届上海街艺节”昨天在环球港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