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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的“魔法”，何以“点睛”一座城

即墨区田横镇河东村墙体彩绘。

　　漫步在青岛的街道，时不时会被墙

壁上的一些色彩、图案惊艳到，或是宫崎

骏笔下的漫画形象，或是抽象个性的潮

流字符，或是从墙里“游出”的大鲸鱼，或

是风帆海浪、长桥仙山、可达鸭、海鸥、龙

虾……它们千奇百怪、五彩斑斓，像是多

面的城市皮肤，又像是生动的城市表情，

让人忍不住停留、靠近、分享。

　　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利尔·沙里宁

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建筑的外

观色彩，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性格、居

民的喜好，甚至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

么。”让我们来一场以涂鸦彩绘为主题

的Citywalk，探访“神笔马良”的创作故

事，感受属于这座城市对于历史与当下、

传统与现代的独特表达。

　　提起有画的墙，老青岛人或许会想

起台东步行街。2004年，由中央美院和

青岛大学师生共同参与设计制作的台东

步行街墙体彩绘面世，千米步行街被6万

平方米的色彩装点，让人眼前一亮。如

今，许多人将青岛涂鸦彩绘墙作为“必打

卡景点”。小红书上有数万条打卡笔记，

种草了散落在青岛街头巷尾风格各异的

涂鸦和彩绘。

　　“童话小镇风”。当经营着“多多洛”

奶茶店的店主，将第一只龙猫画在市南

区龙江路的墙面上，那个诞生于宫崎骏

笔下的柔软、温暖的大家伙，便把无数路

过的人带入了童话的世界。《千与千寻》

中的千寻与白龙、《崖上的波妞》中的宗

介和波妞、《天空之城》中的帕兹和希达，

还有魔女琪琪、马里奥、玲娜贝儿、海绵

宝宝……各种漫画形象陆续出现在龙江

路两侧墙壁上，它们或可爱或搞怪，施展

着各自的“魔法”，带领游人在奇幻的童

话世界穿梭。

　　“历史文艺范”。从第一海水浴场经

文登路来到小鱼山公园，一路前行是景，

转身亦有风光。街巷的入口处，墙绘将

散落在附近的名人故居串联起来，勾勒

出青岛的文化地图。走在被涂画成彩虹

般的台阶，两侧绘有福山支路上的康有

为故居、宋春舫故居、熊希龄故居，以及

朱树屏、洪深、闻一多等历史文化名人在

青岛居住过的楼房。特色的石板路与水

墨画般的故居墙绘，渲染出浓厚的艺术

人文气息。

　　“岛城活力感”。去年年底，中央美

院师生再次“爬上”台东步行街的墙面，

创作了《破浪远航》《紫气东来》《岛城胜

景》《海怀霞想》《向未来》《青岛之春》

《一食一味》《海风迎春》《鱼跃龙门》等9

幅作品，将青岛地标建筑、美食美景、海

洋航运等以充满活力的色彩、舒展的线

条勾勒在墙面上，让“活力橙”“创业蓝”

“党建红”“低碳绿”等色块在楼房间“跳

跃”。

　　“嘻哈工业流”。嘻哈文化与国棉五

厂能碰撞出什么？在破旧的铁门、斑驳

的高墙上，SDF涂鸦团队用色彩艳丽的

喷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配色，喷绘出看

似杂乱实则有序的字符和各种夸张、充

满潮流气息的图案。每一道喷绘都流露

着创作者特立独行的态度，与老厂房的

工业气息相撞相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

风格。

　　位于市北区四流南路的纺织谷，是

山东首例网红涂鸦街区，也是青岛最大

的涂鸦文化聚集地。这里已举办了三届

纺织谷涂鸦艺术邀请展，部分国内外涂

鸦艺术家的作品保留在纺织谷建筑墙壁

上，成为潮流年轻人打卡地。

　　“乡村质朴情”。在乡村，缤纷墙绘

同样令人着迷。在西海岸新区王台镇沙

沟村，因附近有着万亩桃园和众多喜鹊

的栖息地——— 喜鹊山，便有了一幅以桃

花和喜鹊为主题的墙绘《万象更新》；平

度市大泽山镇季家疃村因一幅《俺爹俺

娘》的墙体浮雕作品，成为全国首个彩色

墙体浮雕村；即墨区田横镇河东村结合

当地农耕文化、海防文化、甘薯种植产

业，将甘薯丰收盛景、瓜果鲜蔬满筐、黄

牛辛勤耕地画上墙面。

　　有游客说，在200多米长、原本3分钟

就能走完的龙江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

拍了不下200张照片。当栈桥、奥帆中

心、崂山等一众景区填满了青岛旅行计

划表时，涂鸦墙绘靠什么让人们为其

驻足？

　　转角遇到“惊喜”。在青岛，转角不

缺惊喜，涂鸦彩绘便是其中之一。绘制

者的创意，常常让人感叹。在纺织谷，墙

绘师冷杰利用裂洞的墙，营造出宇航员

破墙而出穿越而来的满满科幻感；龙口

路附近，利用立在墙中间的电线杆，就地

取材画了幅“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

平”。

　　千墙千面。什么是艺术？一千个人

会有一千种理解，但好的艺术从不高坐

云端。在青岛，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

里巴人，是潮流还是传统，各类艺术几乎

都能在墙上找到。学院派画风、机车潮

流风、中国水墨风，3D立体、抽象、写

实……丰富多样的风格、手法，让来往游

人都能捕捉自己get到的艺术。

　　涂鸦和墙绘手法有所不同，在创作

工具上，涂鸦使用喷漆，墙绘使用传统绘

画工具；在创作理念上，涂鸦与街舞、DJ、

说唱一脉，从嘻哈文化视角进行创作，而

墙绘则多运用传统美学模式。有时双方

也会互相借鉴。SDF主理人纪冰冰表

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

式，我们会不断精进涂鸦技法，也会探索

风格上的进化、艺术上的突破”。艺术家

灵感创意的交锋，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

欣赏不同作品的机缘。

　　“红绿蓝”的协奏曲。人类对色彩的

渴望是刻在基因里的，色彩也深刻影响

着人们的情感认知。百年前，康有为评

价青岛：“青山绿树、碧海蓝天”。后来，

随着红瓦在建筑中的广泛应用，人们对

青岛形成了“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色

彩印象。可以说“红绿蓝”已成为青岛色

彩的主基调，人们仅从这几个颜色中就

能感受到青岛的明亮、激情、生机与

活力。

　　那些绘制在墙面上更多样的色彩，

如同“红绿蓝”的协奏曲，相互点缀，给人

以多姿多彩、浑然天成的视觉体验，增添

了城市情感表达的色彩窗口，也让城市

多了一分故事感、氛围感。

　　涂鸦墙绘装点，让城市便多了几分

“艺术范”，不仅能够塑造城市形象，还能

转化为城市软实力。如何创作出有持久

影响力的好作品，如何更好地与城市相

容共进，让艺术为城市增色，让文化为发

展添彩？

　　包容，也给艺术“画个框”。有人说，

从一面墙就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性格和

气质。墙绘和涂鸦展示着一座城市的文

化特质，时尚、现代、多元、包容，容得下

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审美，体现着相同的

热爱与追求。

　　同样，我们也不能将自己的喜好强

加于人，毕竟城市是大家的城市。墙绘

和涂鸦像是在城市的皮肤上作画，显然

需要遵循一定的技法和守住相应的边

界。一旦越界，就有可能污损城市的容

颜，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困扰。

　　创作行为虽然是创作者的个性表

达，但也要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表达。

创作者不能由着性子，“信马由缰”，想在

哪画就在哪画，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城市管理部门可以对特定区域统一

规划、分类管理，标识出可以涂鸦的空

间，以满足创作者的需求。

　　靠近，作品才会有价值。有人说，

“当你的表达跟身边社会发生关联，或者

跟更多身边这个时代的人产生共鸣时，

你的艺术作品才更加有价值”。创作者

要“互相靠近”，通过交流碰撞，寻找创作

技法、艺术理念的多元表达；要让作品

“互相靠近”，形成和谐融洽的文化气候；

也要“靠近”城市，将青岛的历史人文和

地域文化融入作品之中，寻求与城市环

境的关联性、与市民游客的互动性。如

此，才能让自己的作品入“壁”三分。

　　融合，让艺术为文旅赋分。有调查

显示，拥有艺术彩绘的城市和区域比只

有简单灰色混凝土墙面的地方更受欢

迎，游客增长率高达50%。当冰冷的墙面

被附上热烈的艺术灵魂，无疑会潜移默

化地影响人们的艺术感知，提升城市的

整体气质。

　　国内外有众多城市以涂鸦彩绘闻

名，并以此带动当地文旅发展。“世界五

大涂鸦艺术之都”皆因涂鸦带动了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艺术产业链延长。北京

798艺术区被称为“涂鸦者的圣地”，去年

全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

　　对青岛来说，不缺涂鸦墙绘的良好

基础和成长基因。我们要利用好既有资

源和优势，通过提供导览服务、扩大涂鸦

艺术邀请展影响力等手段，推动涂鸦墙

绘与本土文化影视等行业的深度链接，

赋能城市的商文旅体等业态融合发展。

　　那些墙上的绚丽多彩呈现着创作者

最浪漫的灵魂，也成为城市街巷的“点睛

之笔”。它们由城市孕育而来，也是城市

精神的侧影，与城市共生共荣。

（转自青岛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