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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的“撂地卖艺”，到现在的街头
艺术，观念的转变也意味着我们的城市拥
有了更高的包容度。从去年12月12日起，
青岛16条时尚艺术街区正式“开业”，第一
批街头艺人已经开始“持证上岗”，正在迈
向国际时尚之都的青岛，对街头艺人的管
理也有了更现代的方式。

街头艺人渴望“转正”
“哎，不能在这唱，赶紧收拾了走。”对
于很多街头艺人来说，这句话像是噩梦一
般，拿着东西狼狈离开的结局看不到也能
够想象。很多热爱音乐想要自由展现的人，
总是在城市里战战兢兢。
“他们就让我走，但是我真的很想继续
唱，就跟他们说我可以不收钱，我只想在那
唱歌，当时那几个人也是被我说动了，就让
我先收拾东西去见他们领导。”杨松杰刚来
青岛时也被城管赶过，就在李村步行街，他
正弹着吉他唱得起劲。
杨松杰很理解城管的工作，知道他们也

是在维持城市的形象，而他见到的那位城管
领导，同样是个热爱音乐的人。两个人相谈
甚欢，但无奈于当时并没有针对街头艺人的
管理规章。大家都明白，如果对街头艺人放
任不管，终究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影响。
街头艺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由来已久，
表演者的生存状态也各有不同。有的被星探
挖掘，就像北京的“西单女孩”，成为北漂的符
号；也有人被驱赶，被投诉，原因脱不开占道
经营、影响市容、围观群众阻碍交通和噪音
扰民这几项。
但在杨松杰看来，街头表演，本身就具

有浓浓的烟火气，从群众中走来，到群众中
去。这并非是沿街流浪乞讨，艺术爱好者因
为梦想走上街头，一方面靠展示才华获益，
一方面也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压力的宣
泄。一个现代时尚、充满活力的城市，凭仗
的绝不是高楼大厦和几处景色，还需要依
赖富有艺术气息和深蕴文化的灵魂。
其实，杨松杰们并非无一席之地，各地

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对街头艺人进行规范管
理。深圳、武汉、成都、南京以及最近的济南，
都在近两年陆续办理街头艺人证，通过表演
考核来判定报名者是否有资格站上街头。
“我之前在济南有街头证，在外面演出
不会有别的担心。来了青岛后，就很想有这
种认可，这样在街头表演也能硬气点，即使
去了别的城市，这还能作为一个独特的纪
念。”杨松杰身边有五六位在街头表演认识
的朋友，他们都盼望着早一些被城市认可
和接纳，表演时不再忐忑不安，而是可以大
大方方全情投入，体会属于自己的那份获
得感与幸福感。

“持证上岗”唱响街头
2020年12月12日，对于杨松杰和他

的街头艺人朋友们来说，这是可以被载入
史册的一天。这一天，青岛划定的首批16
条时尚艺术街区正式“开业”，今后持证在
街头演出——— 合法！时尚艺术街区赋予了
街头艺人们更大的发挥空间，那些曾经无
处安放的灵魂不再野蛮生长。
“那天我在公司刚开完会，就看到朋友
在群里发了一条链接，打开之后就看到这
个消息，当时感觉非常开心，这么多年，我
们终于等到了，街头艺人演出终于合法化
了。”杨松杰感慨道，从被“驱赶”，到千方百
计跟城市管理员打“游击战”，再到演出合
法被“接纳”，在城市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
地，也让这群有梦想的年轻人不必远行就
能抵达“诗和远方”。
“建设国际时尚城不能没有街头表
演。”杨松杰所在的“青岛歌手群”里，大家
对群主发布的一则“青岛市2020年第一批
街头艺人招募公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街头艺人的确需要更加规范的管理”“以
后唱歌再也不用担心会被城管撵走了”“照
这样下去会不会诞生一群职业街头艺
人？”……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多，群里热闹
得像过节一样。
一呼百应，群里报名踊跃，不到两周时

间，青岛市演出协会就接到300多人的电
话咨询，提交报名申请的人数超过了200
人。市演出协会立马成立评审团，结合主管
部门的相关要求，对报名人员上传的视频
作品进行筛选。

“我们的门槛相对较低，但也不是随便
一个没有演出经验的都可以，街头艺人这个
群体比较特殊，大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真
正的热爱音乐。所以那些一看就是专门跑场
子赚钱的，我们也不会接受。”市演出协会秘
书长王斐东说，二十多年的音乐从业经验，
让他更加了解街头艺人的“骄傲”和“坚持”。
2020年12月24日，青岛市演出协会

牵线的“首批街头艺人营业性演出法规公
益讲座”举行，通过对街头艺人三个要素的
讲解，理清了街头艺人的概念，这是王斐东
和协会团队在街头演出合法化之后，为艺
人们争取到的第一个福利。
“街头艺人不单独属于某一个部门，它
牵扯到很多个部门，我们就得一个一个地
跑，这样一来时间成本就会很大。”持证合
法演出从“有想法”到“有结果”，大约用了
近两年的时间，王斐东和他的团队一直在
努力争取落地实施。
“如今我们的努力也算是小有成效，街
头艺人演出合法化了，但是相关证件还没有
发到个人手中，后续还有很多事情要忙，这
又得需要一段时间。”王斐东说，来不及为取
得的成绩窃喜，他和团队又奔波在路上了。

打造青岛的“丁真”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
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入冬，夜晚
的海边凉风习习，五月的风雕塑下围着里
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动听的歌声穿过人墙
抵达耳朵。这是共享乐团在街头演出的第
三年，四个90后男生组成的“业余”乐团收
获大批乐迷。
“如果喜欢我们的歌的话，请关注我们
的抖音和微博账号或者微信公众号‘共享
乐团’，我们会定期发布路演信息。”成员王
豪男在唱歌间隙介绍着乐团的信息，面前
几乎都是年轻的女性听众，她们举着手机，
仰着笑脸，记录着这个乐团的婉转歌声。
“我们是完全不收钱的，不接受打赏。
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职业工作，也并不是
想借这个赚钱，我们就是爱好，喜欢音乐想
做音乐。”周赫现在是一名音乐老师，他和
王豪男都是音乐系科班出身，不仅对音乐
有专业性的理解，而且对设备也有更高的
要求。平常街头艺人表演，一个音响就够
了，而他们会带足足五个，两个放大人声，
三个放伴奏。现在，他们还会自带打光灯，
自己录视频，放到自媒体平台。王鉴锋是最
有人气的成员，外形帅气，在大学就因为唱
歌成为小有名气的“网红”，抖音、微博、唱
吧的粉丝加起来足有30万，共享乐团就是
因为他的抖音视频而被大家关注。
相比80后的街头歌手，共享乐团更懂

得如何通过网络展现自己。并且共享乐团
的演出总是会挑选一些地标性景点，譬如
五四广场和即墨古城，许多外地的网友在
看到他们的表演视频后，留言表示会在假
期来青岛，看风景，看他们的演出。无形之
中，共享乐团正通过网络成为青岛一张旅
游的名片。
“去年11月，丁真因为一脸纯真朴素
的笑容意外走红，成为‘新晋顶流’，许多网
友都为了一睹真容前去四川理塘旅游。而
青岛也需要这样一批‘丁真’，一提到他们
就能够迅速想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和着共
享乐团的活力四射的演唱节拍，一位围观
乐迷建议道。
“我们很希望青岛能够产生一批街头
艺人的网红，比如他常去一个地方表演，那
么他的粉丝就会被吸引来打卡。网络这么
发达，全国各地的网友都会看到，这对于青
岛的文化、经济发展都是好事。”王斐东对
于青岛的街头艺人的前景十分乐观，当然，
他也表示协会会努力让更多高质量的表演
出现在市民身边。
可歌可醉可留步，让我们的街头更“带

感”，这是青岛为建设创意活跃、文化多元、
令人向往的国际时尚城的重要一步。在青
岛全面发起的15个攻势中，国际时尚城建
设攻势位列其中，街头艺术是其中一个小
分支，却有着以小见大的影响。街头艺人代
表着“城市与人”零距离的艺术对接，不仅
能丰富青岛的文化氛围，成为城市的独特
印记，也能够成为天然的“旅游大使”，吸引
更多人来到青岛。
时尚青岛，四季无休，客从远方来，我

们端出的，将是一席流动的艺术盛宴。

杨松杰在街头驻唱。

街头艺人唱响星星集市。

共享乐团在五四广场海边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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