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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展

■本报见习记者 张菲垭

演出下午3点半开始，“内场”里

圈位置提前两小时就被锁定，直播机

位早早架起。66岁的邹叔不敢走远，

在“粉丝群”看到偶像操作调音台的

照片，就往现场赶，还是晚了，只能站

第三排。马路对面的写字楼，赵小姐

下了班就直穿过马路，看到演出已结

束，顿足道：“下回什么时候来！”毫不

夸张，当天的静安公园，街头艺人罗

小罗是当之无愧的角儿。

2024年，上海街头艺人“持证上

岗”整十年。

从枝丫蔓延的绿荫下，从恣意包

容的街巷中，渐渐“长”出的新空间，

成为承载和演绎公共文化、公共美育

的新场域。越来越多市民以素人身

份站上“舞台”，找到了参与公共文化

品质供给的“主场”。

愚园路上，在地艺术家、愚园路

红色印迹宣讲团成员杨敏与法国友

人马雨果相约，搜集保护建筑史料和

文献，为Citywalk（城市漫步）注入新

视角。在愚园路讲了8年，杨敏每年

接待游客1万多人次，用自身的审美

和见识萃取属于上海的特调。

“南昌路53号林风眠旧居，下午

3点的阳光最好”“隔壁邻居家里炸带

鱼，香味一定会飘过来，要拿小碟子

装两块”……南昌路上，素人导览黄

伟约了老居民一起看画展，也顺便积

累街区口述史，把永不拓宽小马路上

的故事装进更多人的口袋和心里。

站上“舞台”，成为主角，以文化

人——经由一个个具象个体，一座城

市的文化气韵和软实力变得鲜活可及。

有故事的人怎么都动人

从静安公园走出的罗小罗，每次回

这里演出，拖车要装200多斤设备：一

对高品质音响、一个调音台、电瓶、逆变

器。舞台，他亲手布置，大约花一个半

小时，最后一步是戴耳返。“即便是街头

的听众也有腔调、见过世面，‘捣糨糊’

没法让他们共情。”

罗小罗抖音账号的粉丝超过145

万。他常把街头演出做成短视频发在

网上。每次处理音频就要花一两天。

“我想要声音一出来就能抓住人心。”

62岁的庄阿姨就是来自短视频端

的“铁粉”。每次线下演出，她都要拿着

小板凳提前来抢座。在她眼里，从街头

“长起来”的罗小罗，出名前后并无二

致。“每次演出，他都会准备20多首歌

曲，尽量不重复，是一种难得的亲切。”

不仅普通受众，饶是听过各种“天

籁”的专业人士张錡，走过街头，仍被罗

小罗的声音打动：“有故事的人，浅唱低

吟，怎么都动人。”

这样一种动人和滋养是双向的。

“我不是为了谋生在街头献艺。”罗

小罗说，“大冬天在街头唱几个小时，只

因为喜欢，我想给城市带来一些美好的

感受。市民们听得懂好音乐，值得我用

心用情。”罗小罗是广西桂林人，在上海

找到了那盏点亮自己的“灯”。

上海街头艺人持证机制始创于

2014年10月。如今，缘起静安区的持

证街头艺人群体，从首批8人发展为

380多人的大团队，遍布于全市各区。

基于调研走访，张錡以市政协委员

的身份，有了别样体察。他说，闹市街

头延展出的这方舞台，打破了以往公共

文化供给的规律和边界，一个更为开放

的平台让表演者与受益者互为彼此，多

元的形式触达更广泛群体，人心被温

暖、向善、向美的感知感悟所打开。

这是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温情

脉脉。

在南昌路Citywalk，素人导览黄伟

会给游客介绍一家叫果之润的水果

店。小店装修得颇有气质，像极了欧洲

小集市。这是小马路上每天开门最早

的小店，早上六七点水果就送到了。终

年无休，子承父业。

“这是街区很有生命力、生活气息

的细节。”黄伟自己就租住在南昌路49

号，每天早上都会被窗外“咯吱咯吱”的

声音唤醒。他说，这是老阿姨们推着三

个轮子的小车起早买菜，小车与地面红

砖发生共颤的声音。这些居住在里弄

内的阿姨们不少是早年的知识分子，

如今成了黄伟的朋友，为他补充关于

街巷里弄的历史故事和细节，提供口

述素材。

“林风眠先生吃西瓜的时候会倒上

一点白兰地，这是法国人的做派。林先

生说白兰地咖啡是皇家咖啡，白兰地西

瓜就是皇家西瓜。”曾与林风眠做过邻

居的老阿姨告诉他，这是大艺术家的小

情调。

是生活者也是观察者

思南路至雁荡路段的南昌路全长

不过350米，却集中了众多市级、区级

文物保护点和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前

两年，城市更新从街面推进至里弄深

处，建筑细部都被认真推敲修缮，也入

手改善老房居住条件。寸寸用心，把在

地居民的获得感转化为一种参与街区

保护的积极性，“南昌路的故事，我们也

好讲一讲”。

黄伟就这样加入了街区组织的“瑞

金Guide”志愿者团队。起初，他冲着49

号的房型和林风眠旧居一模一样，想沉

浸式复刻大师的生活，寻找大师的艺术

灵感和街区的关联。结果，不少慕名而

来的游客因不能进旧居参观，而想到来

黄伟的房子里看一看。人越来越多，他

干脆把小院的铁门打开。人们坐在49

号的院子里，对着53号的屋顶速写。

于是，黄伟干脆把49号变成“林风眠的

会客厅”。“有人甚至会特意选择下午3

点多来，这是阳光照入室内的最佳时

候。房间里放着林风眠最喜欢的作曲

家德彪西的音乐，时光似乎凝结。”做志

愿导览时，他时常想起这些瞬间。以至

于讲解思南路时，他会给游客们放法国

音乐家马斯奈的《沉思曲》——思南路

的路名就源于这位音乐家。

“他们是生活者也是观察者。”张錡

说，素人导览的视角一直在延展、故事

始终在更新，他们各自的审美、角度，让

Citywalk区别于机构讲解，有血有肉、姿

态万方。

在有着百年历史传承的愚园路上，

因独一无二的信息源，素人导览杨敏也

小有名气。

住在这里，他每天要用六七种语言

同邻居们打招呼。“宝藏”邻居们的回忆

录让他的讲述有了更多细节。用人串

联的建筑跳出历史记载的一板一眼，变

得灵动。有一次走过愚园路1075号、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的故

居，队伍里一名听众立即举手：“陈光甫

曾是我爷爷的老板，我父亲知道更多关

于他的故事。”这名听众是归国华侨，杨

敏欣喜，马上把他纳入里弄故事的“共

创朋友圈”。

这个“共创朋友圈”还在不断变大，

最近杨敏与马雨果寻访了一些与“梧桐

区”有交集的外籍人士及后人，试图用

新的视角钩沉更多史料。杨敏探索开

发过金融、医学、文学、音乐、绘画、女

性、伉俪、电影等十几类“建筑可阅读”

模式，这一回，他想寻找上海开放包容

的细节。“这就好比老母鸡汤里加白兰

地。在上海，老母鸡汤被改良了，但它

符合白肉配白酒的西方礼仪。味道到

底如何，需要通过多方视角一起探索

研究。”

谁来给他们亮一盏灯

高品质的公共文化供给，需要引

导，更需要共创——当一个个鲜活的个

体、动人的故事站上城市公共文化的舞

台，谁来给他们亮一盏灯？

比如，在街头艺术的土壤中，罗小

罗能否复刻？

经纪人周虎想得明白：“既然市民

喜欢，罗小罗就应该始终扎根百姓，唱

给喜欢他的人听。我们尽力帮他嫁接

更优质资源，把他推上更大的舞台。”

今年，罗小罗在上海艺海剧院、美琪

大戏院、浙江杭州大剧院、江苏镇江西津

音乐厅等举办了个人音乐会。明年1

月，他将邀请一支由视障青年组成的“不

靠谱”盲人乐队，参加他的新年音乐会。

市场运作，让他的平台逐渐被打开。

同样，黄伟在南昌路上新近注册

了一个文化公司，承接企业的Citywalk

“自我造血”。“如何进入名人旧居，是

Citywalk进一步发展要考虑的问题。”他

说，建筑需要沉浸式感受，走马观花体

验会逊色很多。对于志愿加入Citywalk

的素人导览，中心城区相关街道也合

力搭平台、共享资源。杨敏在愚园路

红色印迹宣讲团受过培训。瑞金二路

街道也为素人导览们提供资料、专业

讲解培训等。

能否有更多机制上的支撑？

最先“孵化”出持证街头艺人的静

安区，起步之初就有市演出行业协会与

属地共同探索城市街艺演出的管理模

式。如今，市演出行业协会与沪上各区

及部门携手联动，形成由文化部门牵

头，城管、绿化、公安、交通等10多个部

门共同参与的联合工作组，提升管理服

务的精准度和有效性。调研中，张錡发

现，街头艺人群体也在发生变化，变得

更年轻、更专业，团队中90后成为主

体，大专以上学历者过半。如何让他们

持续保持对演出的热情成为更现实的

探讨。

此外，一些区级公共艺术场馆，也开

始探索为素人作品办展，开发联名文创

等……种种尝试都让张錡畅想：能否挖

掘更多样本，探索相关扶持机制，让“草

根”不“草台”，也让更多普通人能充分融

入公共文化建设的新场域，发光发热。

百花齐放，需要各方都勇敢往前跨

一步。

当素人成为城市文化舞台的角儿

视点 教卫

上海入冬了，几波冷空气“发货”，在

上海各大医院的儿科诊区，发烧、咳嗽的

孩子涌入诊室。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最新一周的统计数据，当前，急性呼

吸道传染病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记者蹲

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

感染科还发现，当前，病毒季还迎头撞上

了学生的期末季，患儿的头疼脑热可能

另有原因，给医生治病“破案”的难度升

级了。

  岁男孩怎成“低烧体质”

“各种情况凑在一起了，得从一团乱

麻中慢慢理。”记者在新华医院儿感染科

跟着医生“上班”，听到医生发出这样的

感叹。当前，正值流感病毒、肺炎支原

体、冠状病毒、鼻病毒等多种呼吸道感

染病高发季，明确诊断、对症治疗考验

医生的水平，与此同时，还有新情况来

“凑热闹”。

12月以来，一个13岁的男孩成了

新华医院儿感染科医生俞慧菊的门诊

“回头客”，每次就诊总是几个老症状：

头晕、胸闷、反复发烧到37.5℃左右但

每次持续时间不长……孩子反复低烧，

家长焦心：“会不会是周期性发烧？得

了怪病？”

真有“低烧体质”？看到男孩的各项

检查报告，俞慧菊向家长解释：“十几岁

的孩子处于生长发育期，新陈代谢旺盛，

做完运动或情绪波动时很可能会出现这

种短时间体温稍高的情况，另外，你们家

长的过度焦虑也会感染孩子，让他们放

大自己身体的不适。”

排除呼吸道感染，头晕、胸闷的症

状也要审慎对待，不敢轻易放过。俞

慧菊在稳住家长焦急情绪的同时，建

议他们带孩子去神经科做一个脑电图

检查，去心脏科做一个心电图检查，排

除脑、心脏的问题。其他科室的报告

传回后，男孩身体各项指标均正常。

俞慧菊从接诊男孩的神经科医生那

儿还得知，男孩在学校里有点“皮”，

近来一到学校总是头晕。俞慧菊心里

的答案日渐明确，复诊时，她单独和家

长聊了聊：“孩子身体指标一切正常，

可能最近有些情绪，可以与孩子多聊

聊，或者去心理科让医生叔叔阿姨跟

他聊聊。”

患儿与家长间的“拉扯”

“心因性引发身体不适的情况在青

春期的孩子中比较常见。”新华医院儿

感染科医生章丽雅近期也遇见几个类

似病例。章丽雅发现，正值秋季学期最

后的冲刺阶段，不少就诊的孩子处于疲

劳状态，在排除多种感染因素后，他们

出现的这种胸闷胸痛、头晕恶心、反复

低烧的症状可能是心理症状的躯体化

表现。

诊室里，患儿与家长间的“拉扯”被

医生们看在眼里：一头是病恹恹的孩

子，一头是部分家长希望孩子尽快回到

学校的期盼眼神。“为什么会发烧”“什

么时候能退烧”“什么时候能治好、回去

上学”……这是俞慧菊在门诊最常听

到的家长发问。她也遇到过有患儿把

作业带到医院病房里，一边治疗，一边

做作业。

“家长希望孩子快点好的心情可以

理解，但呼吸道感染病恢复有一个过

程。恢复期没休息好，加上现在又是病

毒高发季，就很可能‘反复中招’，出现

孩子反复生病。家有二孩的家长更可

能陷入‘大宝好了二宝倒，二宝好了大

宝倒’的心焦循环。”俞慧菊说。

“破案”更要细致沟通

各种情况聚拢到儿感染科门诊，医

生们的工作强度再加码。“致病因素越多

越杂，想要精准诊疗就得交流得够多够

细。”俞慧菊有两个微信号，其中一个专

门与患者联系，里面近3500个好友都是

这几年遇到的住院患者。“我告诉他们，

有什么情况随时打我微信电话。”

每逢上午的门诊，包括俞慧菊在内的

新华医院儿感染科医生会提早半小时到

院，先查一圈病房再到门诊“打卡”。这

种“自愿加班”的目的是一致的：在交流

中不断更新患者的情况，提升诊疗效果。

病人量大，门诊时间有限，俞慧菊形

成了一套“高效问诊逻辑”，希望尽可能多

地从患儿、家属这里交流到“信息干货”。

“发烧吗？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具体几

点？最高体温是多少？最近一次发烧是

什么时候？咳嗽吗？其他症状呢……”每

位患者走进诊室，俞慧菊都会打开电脑

系统自带的日历细细与患儿家属“对

账”，偶尔遇到家长记忆错乱，她也能立

马察觉、不断追问，找回准确信息，再辅

以各种检查报告，给出诊断结果。

“整个看诊过程有时很像‘破案’，抽

丝剥茧最终找到准确病因，让孩子少吃

苦头，让家长少些心焦。”俞慧菊还说，

“治疗之外，我们也希望去了解患者家庭

的焦虑，比如他们对各种药物副作用的

顾虑，一起寻找最佳的治疗方案。”

让俞慧菊、章丽雅这些儿感染科医

生欣慰的是，近年“接地气”的医疗科普

很多，80后、90后家长对呼吸道感染病

“知识储备丰富”，对医生的建议，他们都

能迅速理解并严格执行，医患间的配合

度越来越高。

冬季儿科就诊热，多重感染交叠，记者蹲点新华医院看医生如何“破案”——

病毒季撞上期末季，孩子头疼脑热可能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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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友 好 学 校 建

设 实 施 方 案》，

到 2025年 ， 上

海将建设不少于

100所儿童友好

学校试点校；到

2035年，完成儿

童友好学校的建

设任务。

上海市儿童

友好学校建设是

上海教育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的重

要举措。儿童友

好是指为儿童成

长发展提供适宜

的条件、环境和

服务，切实保障

儿童的生存权、

发展权、受保护

权和参与权。在

上海，儿童友好

学校建设覆盖幼

儿 园 、 中 小 学

（含中职校） 各

个学段，也包含

特殊学校和专门

学校。通过儿童

友好学校建设，

申城各个学校不

断提高儿童在学

校学习和生活的

安全感、获得感

和幸福感。

到
二
〇
二
五
年
全
市
将
建
设
不
少
于
一
百
所
试
点
校

首
批
上
海
市
儿
童
友
好
学
校
试
点
校
名
单
公
布

 ▼ 梧桐树点缀下，南昌路上的上

海科学会堂、林风眠旧居以及诸多人气小

店都是Citywalk路线图上的“打卡点位”，

素人导览黄伟总是时不时地来到这些地

方拍照并收集新鲜资讯，丰富自己的讲解

内容。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冯晓瑜

▲新华医院儿感染科医生

俞慧菊按照日期详细记录患者

各项指标变化。

 俞慧菊在门诊与患者家

属沟通。

均本报见习记者 张菲垭摄
制图：冯晓瑜

▲ 街头艺人罗小罗弹着吉他，在静安公园演出，周围挤满了专程前来的“粉丝”。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