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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作畫布：柏林街頭塗鴉的精神 
張綺庭 

前言 

在學習德文的過程中，曾接觸到一篇題目，

大致上是針對「塗鴉」做論點討論，這個題目可

稱得上令我印象深刻的討論議題之一。其中的

論點從意見表達作切入「牆壁就一直被用作交

流的場所。想想石器時代的洞穴壁畫就知道了，

而在古典古代，人們也在牆上刻畫訊息或圖

畫」、到文化層面的探討「在大城市的某些街區，

塗鴉是形象和文化特徵的一部分。許多年輕人

找到了自由發揮創意的途徑，有些人甚至透過

裝飾建築物來賺錢」，甚至關於其危險性「塗鴉

藝術家經常在冒險的地方工作，其風險不容小

覷」等都納入討論。其面向之廣絕非「塗鴉影響

市容觀瞻」能一概而論。 

然而，塗鴉之餘城市發展的

份量那時我還無法想像，直至

我親身走訪柏林。 

塗鴉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被視為現

代塗鴉發展的重要時間點，其

中以德國國會大廈內部牆上的軍官塗鴉為典

型的例子（圖一）。在 1960 年代末期，美國塗

鴉逐漸成為反映社會的次文化。塗鴉最初是青

少年在建築物出入口、地鐵車廂、牆上等地標

上自己的綽號，隨後越來越多人模仿這樣的行

為。而為了因應日漸激烈的標籤塗鴉競爭，這

些標記也逐漸從奇異筆改為表現力更強的噴

漆罐。噴漆罐使得呈現上能有更複雜更大面積

的圖像，自此也開始更多不同風格的塗鴉。 

 1983 年，一部紀錄美國嘻哈文化的電影

《Wild Style》在歐洲上映。上映之後人們對於

塗鴉的文化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而塗鴉文化也

在此時期的柏林傳播開來，開始有了第一批的

標籤塗鴉。而在柏林歷史上還有一個重要的時

間點對於塗鴉的發展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圖一：保存於德國國會大廈的士兵塗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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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圍牆倒塌後的牆面成為

了塗鴉的絕佳地點，再加上當時柏林地位混

亂，法律規範也尚不明確，在不須承擔太多責

任的情況下吸引了不少塗鴉者前往創作。一系

列針對市容風格改變的相關報導也使塗鴉更

廣為人知，奠定了其日後在柏林的發展。 

時至今日，柏林的街頭塗鴉已相當興盛，

不僅有專門的藝術館邀請藝術家駐村創作回

應社會議題，也嘗試讓原先存在於公共場域的

藝術模式進入博物館。而對於未來的發展，相

關藝術館也提供獎學金培養藝術家，使他們能

專心創作。柏林的塗鴉能相較於其他城市更蓬

勃發展絕非偶然，與歷史發展密不可分的關係

以及對於藝術家相對友善的環境，都造就了今

日柏林街頭上隨處可見的街頭塗鴉。儘管有質

疑的聲音表示，塗鴉的精神在進入美術機構的

同時就不復存在，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透過展

出拉近與大眾之間的關係也能讓民眾重新認

識塗鴉所傳遞的意涵。畢竟柏林街頭塗鴉有歷

史發展背景做支撐，已然存在幾十年的塗鴉行

為是無法輕易被抹除或由其他大眾美學形式

所取代。與其嚴格消滅塗鴉及其所產生的反抗

意識，改變人們對街頭塗鴉的態度，也許更能

讓塗鴉成為柏林不可或缺的元素。 

訴說歷史的塗鴉 

在參訪德國國會大廈時，很難不注意到那

些與修建過後的建築風格不一的牆上塗鴉。

那些牆上的歷史印記是來自 1945 年的訊息，

跨越了幾十年的時間傳達了紅軍士兵當時擊

敗希特勒的喜悅。對他們來說，國會大廈是他

們戰勝希特勒德國的象徵。在國會大廈的牆

上，士兵們用彩色蠟筆或炭筆寫下自己的名

字和來自哪裡，象徵性地佔有了這棟大樓。那

些塗鴉是他們自我肯定的印記，標誌著他們

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事實。儘管大多數的塗

鴉僅簡單揭示著作畫者的基本資訊：「…曾經

在此」，並加上日期或士兵家鄉或地區名稱、

軍銜、部隊名稱等，仍有些字樣是出於政治動

機的辱罵，也因此塗鴉在國會大廈的存在是

否是必要的、保留能為後人帶來什麼樣的影

響等等問題在當時都經歷過不少討論。 

值得一提的是，在事情發生過後的幾十年

後，偶有當時塗鴉創作者與現在參訪者產生

連結的時刻。來自亞塞拜然的學生阿納爾-納

亞福夫（Anar Nayafov）在聯邦議院的一名議

員處實習時，發現了一幅由其祖父馬梅德‧納

亞福夫（Mamed Nayafov）書寫的塗鴉。還有

一位導遊分享的類似經歷：「一群來自當時斯

大林格勒的退伍軍人的妻子們檢查了塗鴉。

參觀結束後，團裡的一位老婦人走過來告訴

我，她去世的丈夫說他來過這裡，還在這裡留

下了不朽的文字。當這位老婦人最終站在她

丈夫的書面證詞前時，淚流滿面。」相關故事

並非少數，揭示著跨越時空的對話。 

戰後蘇聯軍隊在德國國會大廈上留下的

塗鴉，事實上因內部的損壞大多被鑲板覆蓋

住而經歷了一段被遺忘的時期。在兩德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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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德國政府開始著手修復國會大廈，在揭開

鑲板的同時也揭開了深藏在建築內的歷史。

這些塗鴉不僅僅是歷史的見證，也是反思過

去的重要畫作。它們使歷史栩栩如生，並將重

大事件的記錄傳遞給無數拜訪者，建立了相

當深刻的連結。 

另外一個極具歷史意義的塗鴉是現今仍

為熱門景點的東邊畫廊。全長達 1.3 公里的東

邊畫廊曾經是象徵鐵幕的灰色牆，在圍牆倒

塌後則被改造成世界上最長的露天畫廊。藝

術家們透過富有創意的壁畫，將分離時代的

遺跡轉變為表達自由的多彩紀念碑。其中最

著名的畫作不外乎是弗魯貝爾的《兄弟之

吻》，畫中呈現了東德最後領導人何內克及蘇

聯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的嘴對嘴擁抱。從遠處

望去就能知道其畫作位置，因為他總是排滿

等待拍照的人潮。直到今天，它們作為照片和

明信片的圖案仍然非常受歡迎，甚至有賣咖

哩香腸的店家使用這張圖作為商品的宣傳

（圖二）。有趣的是，在所謂畫廊的塗鴉畫作

上，往往還能看到不少後來才添加上去的塗

鴉或標記。沒有純粹乾淨的畫作，只有層層堆

疊的塗鴉精神。 

實地走訪柏林街頭後 

塗鴉作為柏林街頭藝術的代表，其密度之

高遠遠超乎我所預期。除了上述提到

的東邊畫廊牆上的塗鴉，路上也有不

少塗鴉畫作能讓人欣賞。我特別喜歡

那些著重於臉部描繪的塗鴉。看著那

些被放大的表情，彷彿能從眼神和他

們對話（圖三）。不是每個塗鴉我都能

領略創作者想表達的意涵，但塗鴉數

量之多讓人無法忽略其背後所要傳

圖二：以《兄弟之吻》作為咖哩香腸宣傳圖。 

圖三：

凝視著

路人的

街頭塗

鴉。 



PARISCOPE  德國專題論述 
  
 

 
16 

 

遞的精神。有人稱這樣的精神為屬於柏林的

反叛精神，宣洩出對社會不滿。我則認為，作

畫者有認為這樣的精神能被社會接納的自信

更令我著迷。除了遍地綻放的塗鴉外，街頭上

常見的街頭藝術還包括了各式各樣的貼紙。

貼紙出現的時機總是讓人意想不到，從建築

物的牆上、交通號誌再到各式交通標誌，無論

何處都有機會見到小驚喜（圖四）。漫步在柏

林街道上，總會忍不住駐足欣

賞那些街頭藝術家的小巧思。

另外，以大量海報為街道注入

活力的場景也時常於柏林出

現，那些抵擋不住時間重量而

垂落的厚厚海報標誌著多元

並存的痕跡（圖五）。 

塗鴉的本質是自由嗎？ 

在參訪柏林大小景點的過程中，我也曾經

對於塗鴉的自由是否有其上限感到質疑。在

參訪柏林大教堂時，我曾看到樓梯間充滿著

肆意標記的名字及社群帳號，也曾在普魯士

解放戰爭國家紀念碑見到許多塗鴉的痕跡

（圖六），對於塗鴉是否該有限制，若有又該

限制到何種程度，目前我也沒有明確的概念。

對於歷史建築開始有了現代塗鴉的痕跡心中

不免有些排斥，但車站內的塗鴉又似乎可以

接受？在世界各地也存在著許多以牆上的塗

鴉傳達強烈理念的案例，例如位於捷克首都

的藍儂牆（圖七）。那些批判當局象徵抗爭的

塗鴉牆面在塗鴉世界裡是不是又比隨處可見

的街頭塗鴉更有份量？難道只有這些有影響

力的塗鴉才能被認可為「好」塗鴉嗎？不過一

旦牽扯到價值判斷，塗鴉本身似乎也失去它

所代表的精神了。 

就像在討論言論自由的適用範圍一樣，塗

鴉究竟被賦予的自由表現可以到何種程度仍

圖四：佈

滿 貼 紙

的 交 通

號誌。 

圖五：無數海報堆疊而成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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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歸到大家對特定價值觀的接受度。塗鴉

本身是一種表達想法的形式，就如同其他任

何一種表達方式不會有絕對的好與壞。在有

人認為塗鴉展現了多元包容聲音的同時，也

有人會因此感覺到被冒犯；在有人對於能在

任何一處發聲而感到自由時，也同時有人為

要善後清理感到憤怒。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

樣的行為確實為柏林居民及拜訪者帶來更多

的對話空間。 

後記 

結束柏林的旅程後我向住在柏林的朋友

分享柏林街頭藝術所帶給我的深刻印象，他

驕傲地回答我：「沒錯，那就是屬於我們柏林

的特色！」那個對街頭塗鴉產生的認同令我

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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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

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 

 

圖六：遭塗鴉之普魯士解放戰爭國家紀念碑。 

圖七：捷克藍儂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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