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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湖滨步行街北段的街头演艺舞台位于湖滨步行街北段的街头演艺舞台

纽约的地铁站，巴黎歌剧院门外，巴塞罗那“流浪者大街”⋯⋯如果你曾去过这些地方，一定遇到过那些街

头艺人。他们或唱或跳或演奏乐器，有的还会装扮成雕塑，带来惊吓或惊喜。

从去年开始，杭州也多了不少这样的地方。比如湖滨步行街就搭建起了一个小小的“舞台”，让街头艺人有

了固定演出的场所，市民游客驻足就能欣赏一场表演，在快节奏的都市里，打造一道能让人暂时慢下来的风景。

惊喜不止在西湖边。

近一年来，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动下，“文艺赋美”工程在全省11个设区市进行，城市街头、社区公园、

乡村老街，都能观赏到一场场街头演艺。据统计，今年 1-5 月，全省共开展街头演艺近 25000 场，参与演出的

文艺志愿者已有60000余人。

作为“文艺赋美”的试点城市，杭州目前已布局200多个常态化街头文艺演出点。本报记者从杭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下半年，杭州还将启动为演出质量较高、较活跃的街头艺人颁发演出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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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杭州市两会上，政协委员陈月利

提交了名为《关于建议尽快出台我市街头演

艺规范管理办法，抢抓机遇赋能文旅消费新

“蓝海”》的提案。

“抢抓机遇”“文旅消费”这两个关键词，反

映出了街头演艺另一层面的作用：带动经济。

在“外摆经济”被重新提及的今天，街头演艺正

以它多变的形式，为城市商业赋予新的活力。

街头演艺带来的流量效应非常明显。

据统计，在杭州武林路，“文艺赋美”演出期

间，日均人流量增加50%，达到15万人。

目前，杭州市中心多个商业区也“卷”起

了街头演艺。湖滨步行街、武林银泰、国大城

市广场、运河上街、杭州大厦 501、滨江星光

大道、新天地太阳剧场⋯⋯纷纷加入了“文艺

赋美”的固定演出点位，吸引客流成效明显。

不过，街头演艺要持续下去，需要解决

的问题还有很多。

“随着‘文艺赋美’工程向纵深推进，势

必吸引更多艺人参与。未来，演出点位会越

来越多，这对演出管理、场地管理等提出更

高的要求。”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说，杭州已经在研究完善更为细致的街

头演艺管理机制。

比如，针对演出审批难、流程长的问题，

杭州市城市管理局将商业外摆、户外促销、

演艺等活动申请审核权限下放至县（市、区）

城市管理部门，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现在

演出人员只需在‘浙里文化圈’小程序预约

场地，审批通过后，就能去演出了，整个流程

只需要以前一半的时间。”一位经常参与“文

艺赋美”工程的演出人员说。

目前在“文艺赋美”工程中，街头艺人仍

是以“文艺志愿者”的公益身份参与。未来，

该如何规范街头艺人的打赏、薪酬制度，仍

需探讨。

多变的街头演艺
为城市商业赋予新活力

“杭州街声团”主理人王添航记得，他是从2020年冬天

的一个晚上在萧山旺角广场开始街头表演的。王添航喜欢

唱歌，大学时参加过比赛，工作后也去过餐吧驻唱，最喜欢

的还是街头表演时的那种“互动感”，一次在城市阳台唱歌，

有个小女孩上前来跟着音乐节奏一起跳舞，“她好开心，跳

了好一会儿。”

王添航和搭档汪洋成立了“街声兄弟”组合，在城市阳

台、钱江世纪城公园等多个公众场所，都留下过表演的身

影。目前“街声兄弟”已有20多个粉丝群，上千人持续关注

他们的演出。“街声兄弟”也从两人组合扩大到一个团

队——杭州街声团，目前已有 20 位固定演出人员，全部都

是95后，超过一半是全职。

即便很受欢迎，在街头唱歌还是有不顺利的时候，其中

最担心的是看到城管等执法人员。“有一次我们和几个做市

集的朋友一起去啦喜街，他们摆摊，我们唱歌。可能是因为

有人举报，我们那天晚上被执法人员赶了四次。”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街头演出应该规范有序。

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文艺赋

美”工程，一定层面上正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有序管理街头文艺演出，能够推动街头艺术健康发

展。固定点位，按流程报备，安保人员的参与，能让街头

艺人有更好的表演环境。“至少我们现在不用再和别人

抢地盘，也不用再担心被赶来赶去了。”王添航说。

对演出质量的把关也很重要。在面向社会召

集街头艺人时，杭州市演艺业协会建立了街头艺

术专业委员会和艺人评委会。“每个报名参与街

头演出的艺人，都需要提供影音资料，进行初步

筛选，后续还要对这些艺人进行线下培训，演

出需遵循的法律法规、如何编排演出内容等

‘岗前培训’，很有必要。”杭州市演艺协会相

关负责人说。

据悉，目前杭州为街头艺人们颁发的

是“文艺志愿者”电子证书。杭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杭州将制

定出台街头艺人管理的相关细则，率

先对一批街头艺人发证，鼓励他们“持

证上岗”。

有序管理街头文艺演出
杭州鼓励艺人“持证上岗”

和“杭州街声团”不同，“怡枫国乐团”的

演出，平时在音乐厅、大剧院里才会看到。

在杭州最具烟火气的旅游街区——清

河坊的鼓楼小广场上，9 位女性民乐手身

着红色演出服，排成弧形队列。指挥抬手

轻轻一点，筝弦先动，《我们亚洲》的曲调响

起，坐在台阶上的观众轻声哼唱。古筝、扬

琴、琵琶、二胡、竹笛⋯⋯民族乐器悠扬婉

转的独特气韵，和清河坊古色古香的街景

相互融合，让人仿佛穿越回南宋古都。

“怡枫国乐团”是一个自发组织的乐

团，10 位成员均毕业于音乐学院，人均学

习民乐 20 年，有的曾是专业院团的乐手，

有的还是音乐老师。

他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街头艺人，

但也被街头演出的形式深深吸引。“在街

头，我们能让更多的人听到民乐、了解民

乐、爱上民乐。”这些以前在音乐厅大舞台

上表演的专业乐手们，在“文艺赋美”工程

中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演出体验。“去听音乐

会的观众可能大多是民乐迷，但在街头演

出中，短短半小时能让不少人对我手里的

乐器产生兴趣，这是我最开心的事。”乐团

竹笛演奏员汪威儿说。

当天鼓楼小广场的演出结束后，就有

一位 00 后观众拉住了乐团打击乐手黄可

儿，想要试试她手中的节奏沙球，“这个的

声音真好听呀。”

黄可儿说，这样的情形几乎每场演出

后都会出现，她很喜欢这样与观众交流的

过程，这是在传统演出中不曾有过的体验。

让文艺不限于剧场，不囿于围墙，拉近

高雅艺术与每一个人的距离，也是浙江推

动“文艺赋美”工程的初衷。

与观众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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