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道多次贴出纸条
周四，记者来到龙南七村，楼洞大门贴

着“周末请还楼道一个清静，隔音了吗？关
窗了吗？一把年纪了积点德，做人要点脸”的

纸条。王先生家住 4楼，1993年搬来后，钢
琴就放在卧室一角。“最近几年，我太太想

学，就跟着老年大学琴谱练习。”王先生说。
第一次被贴纸条，是 2019 年 11 月。

“奶箱边、楼道窗户和墙上，都贴了打印的

‘小字报’，说得很难听。”王先生说。12月，
信箱上又被贴了纸条。“不知道谁贴的，也

不知道怎么调整。我只好上午几乎不弹，下

午在做家务的空当弹会儿，晚上从来不
弹。”姚女士说。

2020年 1月，居委干部、民警上门，说

有邻居投诉。通过小区监控，大家发现贴条
的是一楼邻居。沟通后，双方约定周一至周

五的下午 3时弹到 5、6时，一楼也不能再
贴纸条。“后来，女儿换成周日、周一休息，

因为有时周日要陪她出门，太太就调整为
周二到周六的下午弹。”王先生说。

邻居带锣上门敲打
不久，“告示”又贴出来了。记者看到，

一些纸条写有王先生家门牌号，如“XXX

（门牌号）关窗了吗？您要脸吗？”另一些则
没有明确指向，如“自私无耻，全家没脸，文

明消遣，像个人样”“一年弹琴两百天不是

您的刚需”“做个人吧，一把年纪了再不积

德来不及了”“吸音垫买了吗？弱音踏板踩
了吗？隔音了吗？”……

不仅如此，一楼住户还在天井用喇叭
喊叫，甚至带锣上门敲打。监控显示，一楼

女子不止一次来到 4楼，隔着铁门敲锣，响
声震天。

“考虑到别人休息，我们已经让步调整

过时间了。”王先生委屈地说，“我 73岁，爱
人 68岁，培养个爱好消磨时间，找点精神

寄托。我们不是专业的，体力也不好，没有
天天从早弹到晚。现在，一睁眼就想着有没

有被贴纸条，一开琴盖就心惊胆战。”

王先生女儿表示，纸条和敲锣已将老人
逼近崩溃，高血压、神经衰弱等毛病都出来

了。“2019年到现在，没有一个部门可以解
决。向 12345、街道、居委、物业、司法援助都

反映过，都没办法。她说噪声扰民，可以拿出
证据，为什么用侮辱人格的手段？而且弹琴的

时间，难道必须由邻居规定吗？如果你家上午

要休息，他家下午要休息，还有一家晚上不
让弹，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弹？”女儿说。

居委民警数次上门
一方委屈，另一方也有郁闷要说。记者

找到了贴条女子的母亲刘女士。刘女士说，

其实两家早就认识，之前虽有矛盾，但也没
爆发严重冲突。

“真正开始无法忍受，是疫情以后。我

女儿做设计工作，那时居家上班，思路总被

琴声打断，很烦躁。直到现在，她一周还是
有几天会在家上班，工作受到影响。”刘女

士说，除了自己家，其他楼层邻居也都抱怨
过受到琴声干扰。

记者看到，为了隔音，刘女士特意花
3800元在卧室里装了第二层玻璃窗。“我们

用分贝仪伸到天井里测过，55分贝。就算音

量没超，但如果你在休息或工作，有人在你
旁边‘笃笃笃’敲木鱼，你烦不烦？”她说。

刘女士承认，双方曾有沟通，楼上也调
整过时间，但后来周末仍有琴声。在她看

来，敲锣、贴纸条是无奈之下的反抗。“我们
也投诉过噪声，解决不了呀。那他们可以弹

琴，我们敲锣违什么法？只要他们周末弹，
我们就继续贴！”她说。

不过王先生一家却认为，已经无法信
任对方了：“不知道下次她会不会提出更多

要求，我们就一直退让吗？”
记者来到龙华街道龙南七村居委会，

获悉居委干部和户籍警多次上门，但两家
矛盾很难调解。在大家看来，白天弹琴并不

违法，小区里有乐器人家也不少，未曾有过
类似投诉。“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两边劝。

12345接到投诉派单下来，我们就通知物业
把纸条撕掉，但一楼就继续贴。”居委干部

表示，愿意搭建平台让双方坐下来好好谈
一谈，届时可请司法所前来一同协商。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志愿者 张晨露 王劭贤

老人：弹琴犯法吗？
邻居：如同敲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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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班上 40人，学钢琴的占一半，登

台表演要摇号。”这或许是当下“乐器热”的
真实写照。除了钢琴，小提琴、架子鼓、二

胡、长笛、小号等也很受青睐，随之而来的
噪声扰民投诉日渐增多，成为“新邻里矛

盾”之一。12345市民热线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今，反映乐器扰民的投诉有 104起，夏

令热线开线以来就有 41起。

网友旗帜鲜明站成两派
“娱乐权”和“休息权”孰高孰低？网上

讨论激烈，网友旗帜鲜明地站成两派。

弹琴者很委屈，觉得不管何时弹，总有
人不满：“小孩到家晚，之前晚上 9时弹，说

影响睡觉。提前到晚 7时，又说影响别家小

孩做作业。”“我们下班晚，晚 8时多到家，
如果要晚 8 时半前结束练琴，是不可能

的。”“邻居一旦产生噪声扰民的想法，哪怕
一点点声音传出去，也会觉得不满，谁也不

可能在家里按录音棚的标准来建琴房啊！”
被干扰一方则表示“魔音绕梁，深受其

害”。“我们楼最少有三个钢琴宝贝，从晚 8

时 30分开始，你方结束她登场，一直到晚

10时音乐才会结束。”“医院三班倒，白天要

睡觉，还要忍受噪声到 10时才能睡。”“弹
钢琴的声音已经算好了，小提琴和笛子声

音的穿透力才叫厉害。”“买琴前请装好隔

音装置，毕竟是你骚扰到别人。”

能否建设“公共琴房”？

除了吐槽，也有网友认为，换位思考、各
退一步才是和谐之道。弹乐器一方，应确保音

量和时间不违反规定，并尽可能减小音量，避
开邻里休息时间。被打扰一方，要客气上门协

商，对于邻居的迁就、调整要懂得感恩。如果
别人没超标，就想法自己应对，如买耳塞等。

也有市民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能否整

合资源，利用学校教室、琴房等，为邻近小
区居民建设公共琴房（乐器房），在不影响

正常教学的时段，供居民有偿使用。对此，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答复称将会同其他相关

部门共同研究。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
准》中，规定了城市五

类区域的环境噪声最
高限值。其中，以居住、

文教机关为主的区域，
昼间不超过 55分贝，夜

间不超过 45分贝。

2013年颁布的《上
海市社会生活噪声污

染防治办法》第十一条
规定，居民使用家用电

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
家庭娱乐活动的，应控

制音量或者采取其他
有效措施，避免制造噪

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受噪声影响的居民可

以向业委会、物业反
映，业委会、物业应依

照业主管理规约进行
调处。

对此，上海市天寅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

志杰律师认为，目前我
国并无法律、法规规定

禁止居民在家中弹奏乐器。至于弹奏乐器
是否构成噪声扰民，需要结合弹奏的时间、

音量、弹奏者是否适当尽到义务等因素综
合判断。“例如，凌晨一二时弹琴，肯定是不

合适的。但下午弹琴或关窗减噪，一般认为
没太大问题。”他表示，目前并不能判断四

楼住户是否制造了噪声，一楼住户需提供

经第三方机构测定的音量超限证据，再由
司法机关确定。

但另一方面，贴纸条、敲锣等行为，已
涉嫌违法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使用暴力或以其他方
法公然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

严重的构成侮辱罪，其中就包括“文字侮
辱，即以大字报、小字报、图画、漫画、信件、

书刊或者其他公开的文字等方式泄漏他人
隐私，诋毁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不

止一次到家门口来骚扰，存心制造噪声，涉
嫌构成寻衅滋事。所以一楼的所作所为，轻

则构成名誉侵权，重则属于违反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违法行为，后果严重的甚至要追

究刑事责任。”孙志杰表示。
“如果觉得被噪声困扰，可以寻求公力

救济，通过正当途径维权，比如找相关部门
协调，或向司法机关起诉等。切勿以违法手

段，做一些私力救济的行为。”孙志杰说。
本报记者 金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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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吵翻了！ 降噪小贴士

■ 针对已装修好的住宅， 弹琴不想扰民，

可试试这几招：

1. 夜间练琴，踩下弱音踏板；

2.若是电钢琴，可插耳机练习；

3.买隔音垫和隔音棉，垫在钢琴下方；

4.可购买有原装静音系统的琴，或改
装静音系统；

5.钢琴背板不要紧贴墙壁，稍微留条

小缝，降低楼板共振。

■ 新居装修时，可预先考虑降噪方案：

可以多用一些吸音的材料， 比如墙体
使用较粗糙的声学材料， 窗户选用断桥加

中空夹胶玻璃。 用密封条做好门缝和窗缝
的隔音处理，也能使声音的传播变弱。

老人在家弹琴，邻居认为是噪声扰
民，多次用贴“告示”、上楼敲锣、电喇叭喊
叫等方式“对抗”……这件发生在龙南七
村的纠纷已持续一年多。近日，不堪忍受
的老人致电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反映邻
居的行为对其造成了困扰：“居委会、派出

所都没法解决，我们精神上受不了。”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市民对艺术教

育及终身教育的重视，学乐器几乎已成
“标配”。很多家庭都有学琴儿童，老人学
琴也不在少数，由此产生不少噪声纠纷
及投诉。在家练琴，是否算噪声？“娱乐
权”与“休息权”该怎样平衡？如何采用正
当手段维权？怎样才能减小对他人的干
扰？……种种问题，值得探讨。

记者调查

荨 王先生展示

老年大学琴谱

荩 楼栋大门上

贴有纸条

金旻矣 摄

弹琴者：不管何时弹，总有怨言
被扰者：琴声如魔音，深受其害

    学乐器的上海
市民越来越多，在家
练琴，是否算噪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