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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书法艺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

及在雕塑艺术中的呈现

苏海宁

江汉大学美术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中国书法艺术与西方书法画和雕塑艺术拥有很多共同的词汇，如空间、结构、形态等，但彼此运用这些词汇的角

度是不同的。雕塑是以三维形体表现对三维世界感受的艺术，西方书法画是在平面上展开表达情感的艺术。本文尝试思考中

国书法艺术对西方书法画的影响以及在雕塑艺术中呈现的形态，拓展和提升现有的雕塑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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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艺术与西方书法画拥有很多共同的词汇，如空间、

结构、形态等，但彼此运用这些词汇的角度是不同的。雕塑

是以三维形体表现对三维世界感受的艺术，西方书法画是在

平面上展开表达情感的艺术。西方绘画中的笔法是油画性的

笔法，它是几乎没有明显的轮廓线的画法，而且强调色彩、

调子但不强调线条。在有着悠久书法文化历史的中国，一群

艺术家用有限的笔迹把画面创作得生机勃勃，他们用简单的

因素构成抽象绘画，这便是西方抽象表现主义感兴趣的地方，

也是中国书法艺术影响西方从而形成书法画的原因。按照西

方人的看法，色彩是物体对某种特定太阳光谱折射在人的视

网膜上作用的结果，忠实的描绘光和色，也就忠实的把握了

物体的形态。在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之前，线在绘画中是没有

独立意义的，它仅能暗示出形体或立体形式。在注重运用线

的古典主义大师的作品中，线条也只是用来加强物体的立体

感。西方现代绘画中有重视描写线的方面，不少画家作品中

的笔触具有很大的丰富性，如马蒂斯、毕加索等，其笔触的

内部运动比中国书法艺术的线条艺术简单。《点、线、面》

是西方对绘画构成元素研究的著作，康定斯基提出了许多重

要的见解，而中国的书法艺术，是通过对单纯空间的追求及

空白的空间处理来传达情感的，它以文字的造型为基础展示

笔法，表现内在的精神关系，表现运动之美，这正是中国书

法艺术不同于西方表现性绘画的地方。但是，不同艺术门类

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西方的现代艺术中，有许多接受了中国

书法的创作原则和形态从而形成鲜明个性的书法画大师与

雕塑家，他们追求点、线、面结构的美，相比中国的书法艺

术而言，他们有很大的任意性，不受中国书法中汉字的构筑

形式的约束。

艺术家弗朗兹·克莱因在创作方式上吸取了中国书法艺

术的因素，40年代，他创作了大量的黑白速写，并对点线间

局部的有机组成深感兴趣，这种有机的形式，类似于脚手架、

铁路的构架。弗朗兹·克莱因的这种在白色底上黑白交错的

线条的架构与中国书法艺术在形式方面有着共同之处。他将

自己的画叫做“白色图形”，作品中的空白也是形式完整的

有机部分，注重黑白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便可以用中国书法

的“计白当黑”来形容。 他注重用线条进行空间分割，其

作品中具有的结构性的骨力传达出线条的构架。这些同中国

书法艺术有相同之处。《世界艺术百科全书》中指出：弗朗

兹·克莱因的绘画更显示出姿势的经验、手的运动、线条置

于画布上的瞬间说服力的证据。线条真正地标明它的力量的

方向以及冲突力的表现，差不多独立于它们在黑白关系中所

产生的空间。在中国书法艺术中，书法家及其注重在创作时

的身体的运动、手的运动以及线条置于画面上的说服力。中

国书法有“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说法，运笔则有“抑

而扬之、藏而出之、垂而缩之、逆而顺之、下而上之”的讲

究，克莱因也在线条中表现出这种力量的方向性。

现代雕塑与古典雕塑的分界是以立体派的出现划分的。

毕加索的雕塑和拼贴画试验，使雕塑有了新的成型可能。作

品《金属线结构》是毕加索在 1930 年制作的，在这件作品

中，他用铁线条来界定空间，把雕塑变成了空间素描，抛弃

了传统雕塑的体量感。作品中线条的长短与方位构成了和谐

的韵律，它内部含着一种运动形式，弧线和直线组成了一个

有机的、有生命的空间。

1920年，俄国兄弟加波和佩夫斯签署《构成主义宣言》，

宣称雕塑的结构、形式、材料、体量和空间都有自己的真实

性，因此要创造透明的有空间深度和时间节奏的雕塑作品。

作品《鹿特丹的构成》是加波对这个宣言的成功的实践。整

件作品中，透明的空间孕育着变化，从每个角度看都显得紧

张而有序。在他的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出线条语言的重要性，

这种线性语言的运用实际上是对雕塑艺术的空间特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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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和改造，它营造了一个完全透明的、有深度的空间。

立体主义开创了现代雕塑的道路，影响和启发了众多形

式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主义是立体主义之后对现代雕塑有深

远影响的艺术流派，它在观念上更彻底地抛弃了传统的雕塑

技术，用全新的构成手段来制作雕塑。构成成型的作品把雕

塑的空间感受提到了与形象和结构同样的高度，构成主义者

首先提出了雕塑是空间的艺术，这个概念为焊接、构成等技

术在现代雕塑领域中的运用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西班牙雕塑家冈查列兹（Julio Gonzalez）是现代雕塑中第一

个专门以焊接技术、采用构成手段成型的雕塑家，他开始了

在雕塑上用铁的新时代。他曾经给毕加索做过雕塑的助手，

1931 年 ，冈查列兹制作直接的焊接铁件，并带有完全透空

的线条构成。在作品中，实体仅仅起到限制透空部分的外部

轮廓的作用。

戴维·史密斯（1906—1965）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构成主

义雕塑家，他从未受过雕塑的正规训练，这使他不受学院造

型手段的影响。他曾经在一家汽车厂学过焊接，后来又在机

车工厂干活，这些让他有了金属焊接的经验。戴维·史密斯

总是自己动手制作作品，很难得雇佣助手，而且，和使用拾

来物体的废品雕塑家对比，他早在艺术生涯之时就开始使用

了这种语言。在他的焊接作品中，传统的体积、体量转化为

线条的处理、丰富透空的空间架构，以及多样的深度结构。

1950 年代初，线条主义是他的作品的特征，即用钢制作的空

间线描。这是《现实主义宣言》最初的原本意义上的构成主

义雕塑，钢线条限度了虚空的构成形式。虽然雕塑以两度平

面构成，但是透过透空的空间看自然背景，作品便可带出无

穷的深度和丰富的运动的形态。戴维·史密斯后期的大型系

列作品，称为“立体”，他用立方体和圆柱体来创作建筑式

的结构。他后来用摩擦过的不锈钢为材料。他对表面的光泽

特别注意，使作品从高度反射的、光饱和的表面中产生整体

书法的效果。

安东尼·卡罗（Anthony Caro，1924年生）是二战以来

在参加构成主义和最低限艺术的年轻艺术家中的一位印象

深刻的英国当代金属焊接雕塑家，他毕业于英国皇家美术学

院。他曾经在亨利·摩尔的工作室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在

美国认识了大卫·史密斯，他们在金属焊接雕塑方面达成共

识。安东尼·卡罗认识到，雕塑不一定是一个集中式的纪念

碑，而是有可能跨过一个开敞的空间，一面大墙，或者可能

是一个水平的限定的装置。安东尼·卡罗的作品利用了纯粹

的抽象语言，他将线与面的表现情感融入到作品中。他对空

间概念及材料内含的认识影响了众多的雕塑家。

齐立达（Eduardo Chilida，1924 年生）是西班牙年青一

代的雕塑家。他用铁为语言进行创作。他创作了许多印象深

刻的纯构成主义抽象作品。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纯净、有

力的建筑式的抽象感，矩形、体量和斜度之间有着非常微妙

的关系，他的部分作品里呈现着中国书法的空间构架的特征。

结语

中国书法对西方现代艺术是一种创作观念上的影响，西

方人吸取了中国书法艺术中关于线条、笔触和形式的处理方

法，创作出线条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艺术效果。在《现代雕

塑简史》中，里德引述约翰·罗斯金（John Roskin）的话说：

“现代作品最糟透之处是由于它不断地求助于我们对变化、

欲望和伤感的兴奋的渴慕；而古老艺术的优秀之处则有赖于

沉思的爱。它出没在真正的艺术家的题材里，并赋予形式以

永久性，就如我们平常希望的那样，无忧无虑；而低劣的设

计则关心的是，依赖情节的描写，或一种感情的变化过程来

满足观众的激烈情绪。在那儿，这两条愉悦之源是可能汇合

的……当一个民族遗忘或背弃了她的天才们的永久的目标

时，这样的艺术只能偶尔地存在。”中国雕塑家滑天友运用

中国古代画论中著名的“谢赫六法”为美学原则，将抛物线

的美感运用于雕塑艺术中，创作出了《母与子》、《沉思》等

杰出作品，拥有了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成功的创新例

子可以为当今雕塑艺术的发展给出一条可行的道路：在传统

的文化遗产中挖掘新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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