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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坛开始前，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为全国各街
舞联盟新增的27位秘书长颁发了任职
证书。“拿到了这个证书，就意味着要承
担一份责任。街舞发展到今天其实是
不容易的，但街舞为什么能慢慢地壮大
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它吸引到了这
么多的年轻人，他们对街舞的热爱是发
自内心的，街舞的力量是来自青春的力
量，它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冯双白热
情洋溢地说，“你们今天获得的这个证
书，最好的意义在于它跟青春在一起。
你们所做的事情能够跟青春在一起，它

就是有长久生命力的。”
“街舞最好的、最妙的表现是非常

有技术。但在技术的基础上，它还有精
神上的诉求。我认为，街舞艺术和真正
的灵魂诉求是相关的。表面上看，它是
一个动作、舞步的完成而获得的独特的
技巧，但是在这个技巧里面包含了它对
极限的挑战、对限制的突破，以及对自
我的挑战和突破。人有自我挑战的精
神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觉得街舞在
这一点上非常有力量。”随后，冯双白以
国内知名培训机构为例，表达了自己对
街舞培训的担忧和期许。

中国街舞产业高

聚焦街舞产业化

街舞的力量来自不息的青春

街舞是一项年轻人的运动，是
一项潮的运动。那么在互联网时
代，代表着年青一代潮流的街舞行
业，与互联网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在联盟盟主干货分享环节，广东
联盟常务副主任郑锋做了主题为《初
探如何打造街舞产业IP》的分享。

关于“街舞+”，中国传媒大学经
管学部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卜希霆
也有自己的见解。“‘街舞+’是未来
的一个趋势，我觉得人、文、产、地、
景这五大领域都是可以相加而大有
可为的。人是人力资源、文是文化
资源、产是产业资源、地是自然资
源、景是场景资源。最终打造出包
括社群塑造、IP创造、创意营造、场
景改造、产业打造和生态再造的文
化生态。”

“听说郑州正在打造街舞小镇，
我觉得这是很有前景的。因为街舞
从诞生起，就与空间有着必然的联
系。”卜希霆认为，目前比较成熟的
业态是动漫形象和空间的结合，街
舞应该结合自己的特点，开创新的
业态，街舞小镇是个良好的开端。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如今的家长
越来越不愿意去做拿钱换证书的事情
了，他们注重让孩子得到真正的、好的
教育。”冯双白明确要求街舞从业者，
要多思考如何讲规矩讲质量做好街舞
工作。他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最近
发表的一篇讲话为例，剖析了文化的
本质不是技术、技巧，而是内涵。

“俞敏洪开始反思新东方的教育，
让我非常震动。他说那些从新东方考
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全球各地
名校的学生，再次面临‘哑巴英语’的
境况。他们可以说很正确的英语，语
法不会错误，语汇甚至比欧美的学生还
要多、还要丰富。现实情况是，跟国外的
教授、跟全世界各地的学生精英在一起
聊天的时候，人家谈的是《悲惨世界》小说
当中人物的性格，是美国马克·吐温小说

中对人类的人性的深刻剖析，而他们关于
这些事情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们只会说
非常正确的英语，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作
英国语言文学，不知道语言文学当中对灵
魂的描述是什么。所以全世界都有一
个看法，一个人可以把小提琴拉得非常
好，可以把钢琴弹到极致的速度，但是常
常在世界比赛中总是差了一丝音乐感。”

“我觉得街舞到最后，比的就是音
乐感。用那种瞬间的捕捉和理解，去表
达即兴当中、人性间的、内心的自由的
状态，那种瞬间的转换和爆发我觉得是
非常有味道的、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有创
造性。”冯双白认为，“正因为这样，这是
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很有意思的事情，
它能带领我们进入一个非常美妙的境
界。我相信大家集思广益，一定能把街
舞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街舞到最后比的是音乐感

齐心协力推进街舞的产业化发展
本届年会继续延续“为艺为商·街

舞四方”的主题，随着街舞的发展，关
于文化艺术与商业关系的讨论与研究
显得尤为重要。中街联（北京）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胡宇飞以大型
综艺节目对嘻哈文化的推动为切入，
详细讲解了文化产业的运作规律。

“大型综艺节目、电影、演出、高端
赛事，能促进艺人、经纪、版权、培训等
各行业的发展，所以，商业市场对这些
文化活动非常感兴趣。资金的发起，
又能够促进策划、导演制作等文化活
动的良好运行，现在资本市场开始主
动向文化产业进行渗透。”

不过，胡宇飞认为街舞目前的商
业化还不够，并分析了原因。“商业合
作需要有一个发起方，而这必须要从

街舞从业人员内部产生，因为业内人
士才是最熟悉这个领域的人。但舞者
往往是自我意识比较强烈的，他们可
能会觉得谈钱比较庸俗，认为我是搞
艺术的，艺术是与人心灵对话的，不屑
于商业化。”胡宇飞建议，街舞从业人
员要拓宽思路，不能因为生源好不差
钱，就没有危机感和行业发展敏锐度。

“不要固守观念，认为我就是做培
训的，我就是教街舞的，只有越来越多
的街舞人思想上有了高度，去创新、去
引领，才能共同推进整个街舞的产业
化，最终达到与资本市场对接的制高
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3亿嘻
哈爱好者，其中核心人群数量达到
5000万，我们必须要积极主动地去挖
掘行业给市场带来的真正意义。

互联网时代下
用“街舞+”成就未来

昨日，主题为“新街舞、新文化、新产业、新高度”的中国街舞产
业高峰论坛在郑州举行。作为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第四届
工作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届论坛首次聚焦“产业”来讨论街舞的
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卜希霆、郑州大
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汪振军、中街联（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胡宇飞等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做了主题发言，对街舞产业化发展给出合理化建议，进行了激烈的
思想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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