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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作用；第二，是在一些创业

园区或商业主体内部，增加文化氛

围或起到宣传作用等；第三，就是

在郊区，创作上相对比较自由。

在赵抗卫的记忆中，他本人也

曾在 20 年前参与过街边“涂鸦”的

创作。2000 年，浦东世纪大道刚刚

贯通。当时除了对道路两旁的老公

房加装了彩色屋顶外，也对其墙面

进行粉刷，每户人家窗台上都装上

了花架子。但马路上大片的空白砖

墙墙面如何进行美化？赵抗卫受职

能部门委托，组织了上海大学美术

设计系的学生，以人们对新世纪美

好生活的热烈向往为主题，进行了

一场“涂鸦”创作比赛。

也就是在差不多的时间段，一

些早期的创意园区开始在上海产生，

它们大多由原先的厂房改建而成。

比如，人们熟知的普陀区 M50，莫

干山路的涂鸦墙差不多就是从 2005

年逐渐成气候，一步步成为上海街

头文化的地标。

此后，涂鸦创作渐渐以公开、

透明的方式出现于城市公共空间，

充满个性，又温和客观，一如成熟

的上海人，其展现出的艺术之美正

越来越得到大众的认可。

但赵抗卫也直言，从严格意义上

来说，上海的涂鸦还都属于公益性的

美化，和真正意义上的涂鸦艺术存在

一定的区别，“国外的涂鸦都是爱好

者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对当代艺术的追

求，显示出个人的设计创意，用涂料

在墙面进行创作，所以它是一种较为

自由的个人行为。城市的某个区域可

能就会成为他们的天地，并无意中还

可能变成一个知名的旅游景点。但在

国内，一些涂鸦爱好者有时则不得不

以与监管部门‘躲猫猫’的方式进行

创作表达”。

在赵抗卫看来，在合法合规的

前提下，城市管理者可以专门辟一

块空间让涂鸦尽情地发挥创意，“其

实上海很早就被联合国批准成为设

计之都。涂鸦恰恰是我们体现设计

之都的一个渠道或一种方法，去发

挥城市的创造设计”。

涂鸦从来不是被“圈养”起来

的艺术。它的珍贵在于它位于野生

的环境中自由呼吸，它属于街头，

属于无拘无束的创造。海纳百川的

城市，既有高雅的专业美术馆，更

容得下遵守规则、精彩多样、生命

力旺盛的街头涂鸦。

“城市是大家的，应该容许涂鸦

作为一种群众艺术有一席之地，让年

轻的涂鸦爱好者们用这样的形式表达

自己对于美和城市的理解。”赵抗卫

建议，在城市管理和规划中，对涂鸦

要有一定的宽容态度，在临时围墙、

文化集聚区域，可以有序开放，在特

色马路两侧的景观设计中，也可以包

容涂鸦式的艺术创作。

间、商业建筑和公共交通完美融合，

给公众带来了快乐，这是我们的精神

财富。”在项目的竣工仪式上，时任

长宁区副区长徐静表示，“通过这样

的方式来凝聚上海市民，这是我们职

责的一部分，同时也希望影响到全社

会，给我们这个时代增添更多的色彩

和美好。未来也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样

的作品，也想通过这一个点来看长宁、

通过长宁看上海、通过上海看中国、

再通过中国看世界。”

不仅仅需要美术馆

从质疑到接受再到欣赏乃至组

织和倡导，这些年在上海，从政府

部门到普通市民，对城市涂鸦抱以

越来越宽容的态度。

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

长赵抗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目前在上海存在的“涂鸦”主要有

三种形式：第一，作为市容设计、

城市更新的一部分，起到一种美化

上图：涂鸦爱好者正

在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