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经济观察·街头歌者

“街头唱了20年，从没这么踏实过”
泉城路连演三天，前所未有的接纳给20多位街头艺人带来别样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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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杰

2020年的首秀
找回了20年前的激情

“街头唱了这么多年，从没像现
在这么踏实。”2000年至今，“风组
合”乐队的张稳修在济南街头唱了
20年。

这20年，是他追逐音乐梦想的
20年，也是奔波辗转济南各大街头
的2 0年。上过电视、参加过选秀节
目，虽取得了不错名次，但总是与梦
想失之交臂。如今，年近四十的他已
没有当初的不羁，经营好理发店的同
时，他“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地在街头
唱唱歌”。

庆幸的是，在与这座城市“磨合”
了这么多年后，张稳修终于找到了这
份踏实。

“尽快到世茂西广场，7点半准时
在泉城路街头演出。”3日下午4点半，
张稳修收到这样一条短信，立马激动
起来。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到泉城路
街头唱歌了！”事出突然，正在为当晚
一场酒吧驻唱采购设备的他，立马推
掉眼前的活儿，匆匆赶回理发店置办
街头演出的行头。

两个小时后，一辆载着大包小包
的电动车出现在泉城路与省府前街交
叉口，停好车，卸下音箱、吉他箱，支起
演唱架、麦克风等行头，半年多没出摊
的张稳修又回来了。

一年多未在街头公开露面，张稳
修以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了泉
城路的首秀。

回想起这场首秀，张稳修说，当
时自己特别紧张。而上次有这种感
觉，还是20年前。2000年夏，泉城广
场旁的韩国城地下通道里，张稳修
背着从菏泽老家带来的吉他，开始
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街头演唱。为
此他前后不下十次来踩点，临唱前
又灌了一瓶白酒。

临时接到通知的还有明湖兄弟。
他们的点位被分在泉城路Q77美食广
场门口。7点半不到，正在做准备工作

的明湖兄弟就引来了大批粉丝围观。
当晚，20余位街头艺人扎堆泉城路，歌
声此起彼伏，1500米的泉城路犹如迎
来了音乐节。

音量调大至五分之四
架子鼓也摆了出来

6月3日晚，近三个小时的街头演
出，张稳修找到了当年的激情。“相关
部门的领导来到我的摊位前，告诉我
们，让我们放心地唱。”

3日的首秀，张稳修体验到了从未
有过的快感——— 音箱音量只调到30%
的惯例被打破，破天荒地可以调至五
分之四；城管人员也来到摊位面前，鼓
励自己放心地唱……

4日，张稳修特意找出架子鼓，因
为噪音扰民问题，架子鼓早已被他封
存三年。5日，老朋友们纷纷带着自己
的原创歌曲，来到张稳修摊位前，一方
面是以乐会友，一方面是为泉城路夜
生活鼓劲。

20年里，张稳修已数不清被城
市管理者驱逐的次数，关于驱逐原
因：有时因为噪音过大，有时是占道
经营。

2018年3月，济南公布《关于加
强社会生活噪声治理的通告》。通告
中规定：严禁在街道、广场、公园等
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等活动中
使用音量过大、可能产生干扰周围
生活环境的家用电器、乐器及其他
音响器材。

噪音整治行动，让张稳修与城
市管理者们打起了“游击”。先是从

“老本营”泉城广场转移至老商埠街
头，半年之后，因“扰民”而被老商埠
管理方驱逐。2019年4月，经过与百
花洲管理方的协调，张稳修作为百
花洲民俗演艺的一部分，可以每晚
在百花洲演出。

“唱了一个多月，又黄了。”虽有管
理运营方开具的证明，但周边市民的
屡次举报、城市管理者的多次现场执
法，尽管演出时间一再缩减，但投诉举
报依然不断。以至于在一个月的时间
里，张稳修收到了22条噪音扰民的“督
办告知单”。

五月的一场座谈会
“老熟人”间吐露心声

“虽说突然，但心里其实也早有准
备。”在张稳修看来，从驱赶制止到鼓
励演出，济南对街头艺人们的态度转
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

2018年开始，济南市夜经济发展
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建立“夜间区
长”和“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制度。到了
2019年12月，济南又发布的《关于打造
济南夜间经济冬季可持续发展的实施
方案》，其中明确提出济南将探索街头
艺人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机制，支持街
头艺人进行文化艺术表演。

泉城路、老商埠上多年的被投诉、
无数次被现场执法的经历，张稳修早
已与上述地段辖区城管、公安部门混
成了老熟人。

5月中旬，张稳修再次来到辖区公
安派出所，与以往来此处理投诉的情
况不同，这次，张稳修应“老熟人”的邀
请，一起讨论济南街头艺术该何去何
从。

当天的座谈会共邀请了两位街头
艺人代表，一位是张稳修，一位是明湖
兄弟。他们一个是在济南街头唱了20
年的老前辈，一个是近几年火爆济南
的后起之秀。一老一少，代表着济南街
头演唱的历史与未来。

在会上，结合多年街头演出的“酸
甜苦辣”，张稳修说了很多。“最关键的
就是，希望政府部门能提供适当的场
所，建立相应管理制度，让我们街头艺
人能放心、大胆地唱。”

“我们是善良的人，我热爱音乐，
热爱生活，为生活努力奋斗。”通过自
己日常与同行、粉丝、听众的交流，张
稳修发现，自己的音乐能够抚慰他们
的心灵，能够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而这也更加肯定了自我价值，“我们也
想为这座城市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5日晚7点半，“风组合”世茂广场
表演现场正式开始。《一场游戏一场
梦》《哭砂》等经典歌曲一首接着一首，
周围观众会不由自主地跟唱，并不介
意这是在喧闹的街头，抛开了白日下
的腼腆、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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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缤纷，夏日炎炎，夜经济成为热门话题。为繁荣夜经济，6月3日晚至5日晚，泉城路两侧20多位街头艺人当
街演出，一时成为省城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线。济南街头艺人对此有何感受和收获？现在演出暂时停了，下一步，济
南的街头艺术又该何去何从？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今起推出“夜经济观察·街头歌者”系列报道，带您一起了解。

6月3日，对于街头演艺
者来说，是一个重要日子。
这一天，20多位街头艺人在
泉城路亮相，连唱三天。6日
下午，相关部门对泉城路的
街头艺人驻唱取消，恢复时
间待定。他们的出现，除了
为夜经济繁荣添了一把火，
更表现了济南对街头艺术
态度的转变。虽然暂时被叫
停，但对于在街头唱了20多
年的张稳修，这三天里他感
到从未有过的踏实。

按照文旅部门规定，泉城路的演出是晚上七点半
到十点。不少人在此一听就是半小时，有的更是从头听
到尾。

晚上十点，张稳修准时收摊。两个半小时的演唱，
张稳修不间断地唱了近二十首歌。“还能适应”，较之以
前，张稳修街头唱歌的时间都保持在五到六个小时三
四十首歌。偶尔遇到音乐爱好者，张稳修便让出麦克
风、担任吉他伴奏，“许多学音乐的孩子，都想尝试，也
是检测水平的好机会”。

6日下午，张稳修接到通知，泉城路的街头艺人驻唱取
消，恢复时间待定。虽事发突然，但近日一系列的变化，让
张稳修感到城市管理者对街头艺人的态度正发生转变。

“本次演出本来就是一次尝试，部分艺人连演几天也
需要休息一下，待条件成熟后会再次启动演出。”济南市
文旅局相关工作人员曾表示，之所以暂停，主要因泉城路
道路改造尚未完成，部分演唱点位会影响道路施工。

三天的演出，让张稳修兴奋之余，也同样发现了不少
问题。20多名街头艺人扎堆在1500米长的泉城路上，七个演
出地点，平均要安排两三个人，演出效果有些不尽如人意。

“我们是唱摇滚流行音乐的，隔壁却是拉小提琴
的，风马牛不相及”。100米外，另外一位街头艺人的乐
器演奏声总会时不时地传到张稳修的现场，既影响了
观众的感官体验，也造成了听众的“心猿意马”。

人流的分散，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 收入的减
少。“收入并不多，毕竟太集中了，导致市民都持观望态
度。”张稳修说，三日的演出，收入最多一天是200元，最
低几十元。收入是其次，张稳修更担心的是，市民由此
对街头艺术产生认识偏差，从而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发
展。“街头艺术反映了城市的生活情趣，城市的多个地
方都可适合街头艺人，而如此密集的组织方式，会影响
街头艺术的呈现效果。”

摇滚与小提琴“乱炖”
兴奋之余带来冷思考

3日晚，街头艺人在泉城路

演出时与粉丝互动。 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 程凌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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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晚，张稳修在泉城路演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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