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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
桥洞、栈道、站台底部等地，都
是备受青睐的创作天地，有许
多涂鸦爱好者和团队在上面
分享自己的作品。

“我们偷偷去××涂鸦
啦，因为会有人举报，城管会
来，只好晚上偷偷来”“要在远
一点的地方，不然很快就会被
清除，留不了太久”……记者
注意到，有博主分享了自己在
30多个地方偷偷留下的涂鸦
画作，并颇为得意地自称没有
一次被处罚。

去年8月，网民杨女士向
重庆网络问政平台反映，黄桷
坪涂鸦艺术街周边涂鸦太过
随意，市政设施、商业门面，甚
至行道树都未能幸免，被涂鸦
爱好者染得五颜六色。同时，
颜料散发出的油漆味让人难
受，希望通过问政平台得到解
决。

但当地的商户严女士却有
不同的看法，她认为涂鸦街成
了网红打卡点，为店铺带来了

许多客流量。为此，她还专门
在店铺外墙设立了一处涂鸦
区，以吸引游客。

最终，黄桷坪街道办事处
制定了解决措施，在兼顾游客
的体验感和不影响周边居民
生活的情况下，设定了自由涂
鸦区和禁止涂鸦区域，并安装
相应的指示牌。同时，加强关
于文明涂鸦的宣传工作，派出
劝导人员引导游客规范涂鸦
以及增加小喇叭滚动播放警
示音频。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
文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马丽
红介绍，涂鸦作为一种艺术形
式是舶来品，起源于20世纪
60年代的欧美街头，自诞生
伊始，就颇具争议。一方面，
涂鸦艺术作为一种后现代边
缘文化艺术，色彩跳跃，富有
想象力和视觉冲击力，具有蓬
勃的原创力和表现力，有其独
特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街
头涂鸦往往具有煽动性、暴力

性、侮辱性或其他违法内容，
而且通常是未经许可出现在
私人建筑上，涉嫌故意毁坏他
人财物，所以街头涂鸦作品的
合法性一直受到诟病。事实
上，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
中，在公共场合的建筑物上进
行涂鸦都是被禁止的。

“根据我国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城
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
写、刻画。否则，市容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
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
处警告、罚款。也就是说，原
则上，我国城市是不允许随便
涂鸦的，如果涂鸦影响市容市
貌，或是在名胜古迹上乱刻乱
画，还有在私人建筑上乱涂乱
画，不仅涉及行政处罚，情节
严重者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
任，如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
财物罪、故意毁损名胜古迹罪
等。”马丽红说。

街头涂鸦：创作还是捣蛋？
专家：厘清法律边界，给合法涂鸦预留发展空间

前不久，网曝上海地铁11号线陈翔公路站，一男子用喷剂涂鸦车厢。视频显示，车厢
壁有多处橘色涂鸦，广播提醒“请乘客们尽快下车”。拍摄者称，喷剂产生的气味导致车厢
里味道刺鼻，列车暂时停运，乘客只能下车换乘。随后，上海地铁客服回应，此事已移交地
铁公安处理。

无独有偶，某社交平台近日的一段视频显示，天津市河西区中石油桥一处路标下的柱
子上，被人涂上“老坦”字样，并标上右转箭头标志。记者前往中石油桥时看到，该处涂鸦
已被人清除。记者联系到视频拍摄者，对方表示“老坦”是天津方言，指从农村到城市里来
的人，带有“瞧不起”之意。

拍摄者告诉记者，从箭头方向一直走就出了市区，涂鸦的人摆明是想要挑起市区人和
郊区人的对立。“原先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涂鸦，现在虽然少了，但隔段时间还是会看到，
不过基本上一出现很快就被人清除了。”

近年来，因街头涂鸦造成的破坏市容市貌、扰民等问题屡见不鲜。街头涂鸦的边界在
哪里？该如何规范这一行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在公共场所涂鸦，如何才是被法律法规所允
许的？

“民事主体行使权利不应当损害他人利益，在
进行涂鸦时应当考虑是否存在可能损害第三方利
益的情况。”赵春梅认为，涂鸦行为是否合法应结
合该公共场所的区域功能定位确定，如政府行政
部门、司法部门等严肃场合的外墙不适合涂鸦表
达，涂鸦行为可以选择在公园或者艺术街区等轻
松的场所进行；关于涂鸦的题材，如传播涉黄、暴
力等都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有城管人员表示，按照规定，临街的公共场所
是不允许进行涂鸦创作的。如果在小区内涂鸦创
作，在没有纠纷的前提下，相关部门一般不会进行
处理。如果是商业体，比如地铁等出入口，只要不
触及法律红线，创作者与企业进行沟通后可以创
作。如果确实要在临街公共场所的空间涂鸦创
作，就需要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比如市民在路边
看到的电箱披上了“涂鸦外衣”，都是经过相关单
位批准后，按照统一风格进行设计的。

据了解，违法涂鸦的人一般会选择天黑或者
偏远地区偷偷涂鸦，很难被抓到，即便涂鸦者被惩
罚，后续的墙面复原和整治工作难度也很大。对
违法涂鸦，如何才能有效治理？

赵春梅建议，城市管理部门对公共场所内的
涂鸦区域进行统一规划、分类管理，对可以进行涂
鸦的集中区域单独标识，并对墙面进行能够重复
涂写、易清除的技术处理，以便后期维护。

马丽红认为，要加大文明合法涂鸦的宣传力
度，尤其是针对美院学生等人群，应进行必要的法
治教育；对非法涂鸦的行为进行坚决查处，并追究
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此外，还要给合法涂鸦预留
发展空间，比如在一些艺术空间，应允许涂鸦，满
足涂鸦爱好者的创作需求。

“我国是一个倡导多元文化并存、强调文化自
信的法治国度，涂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宜一概
否定和抹杀，而应当纳入法治和科学管理的轨道
上来。同时，也要探索和加强对合法涂鸦艺术作
品的知识产权保护，让涂鸦发挥其艺术价值，抑制
其负面影响，彰显多元文化的魅力。”马丽红说。

（法治日报）

2022年 7月12日，有市
民发现，四川成都青羊区万花
公园沙坑旁的一处墙壁上布
满了涂鸦，并且这些涂鸦图案
还带有骂人的英文，在涂鸦墙
附近，是一处沙坑和儿童游乐
设施，有多名小孩在此玩耍。
公园和内部竖立的管理制度
告示牌上，明确禁止在园区设
施上进行刻画、涂污等行为。

工作人员称，这些涂鸦的
人总是偷偷地来，很难逮到。
涂鸦主要是用油漆喷涂的，墙
面又是砂质，如果非要清除，只
能将墙面重新刷漆，成本很高。

近年来，因街头涂鸦造成
的破坏市容市貌、扰民等问题
屡见不鲜，还有涂鸦者在公共
平台声称，“以后哪里热门就
涂哪里”。

辽宁瀛沈律师事务所律

师赵春梅告诉记者，街头涂鸦
成为城市顽疾主要有两点原
因，一是缺乏专门的城市管理
条例等相关文件对涂鸦行为
进行细致的管理、规定，例如
在何种公共区域内允许涂鸦、
何种涂鸦的表现形式是被允
许在公共区域内进行创作和
展示，二是市政部门对影响公
众生活、市容的涂鸦行为缺乏
有效的惩戒措施。

“创作者涂鸦是为了表达
自己的个性与情绪，这种行为
产生的结果可能与社会公共
管理、城市功能规划之间存在
利益冲突，而城市管理等相关
部门在文化包容、尊重艺术创
作与规范涂鸦行为两者之间
尚无有效的平衡措施与解决
路径。”赵春梅说。

记者发现，并不是所有公

共场所都禁止涂鸦，有些地方
的涂鸦还成了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

北京798艺术区的涂鸦
从一开始就被接受，从过去到
现在，整个区域内不但出现了
制作精良的墙体涂鸦，而且还
因此成了当地艺术家与中外
参观者的聚集地。

许多地区街头的井盖变
“景”盖，上面有志愿者、专业
人员等画的垃圾分类、遵守文
明、卡通形象等涂鸦画，用更
直观、更新颖的方式去宣传垃
圾分类、文明引导、“五治”等
内容。

近日，湖北武汉市武昌区
中华路街道西城壕社区邀请辖
区单位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65名学子，到网红打卡点得胜
桥区域，开展街头涂鸦快闪。

网友分享涂鸦经历
合法性长期存争议

有的破坏市容市貌
有的成为美丽风景

统一规划分类管理
包容合法涂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