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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议雕塑艺术的欣赏 
◆武  昊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大连  116034） 

 
人类雕塑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史前雕塑、古典雕

塑、现代雕塑。史前雕塑的时间漫长，其演变反映史前人类文化
逐渐丰富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没有明显的地域性分别，所以它标
志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最初探索，而并不单一的代表某一民族。古
典雕塑时期是各民族自身文化的形成时期，它直接反映出了不同
时代和不同地域所产生的文化的差异。此时的雕塑逐渐从人类的
共性中独立出区域文化的个性，并且形成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地
域，不同的民族依照各自的传统继承、发展和演变。这一时期在
西方主要是指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形成到十九世纪末现代雕
塑的出现为止。在我国主要是指从殷商文化到“五四”新文化运
动。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
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
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
像。就要努力模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
艺术。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
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
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想象，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
深远。雕塑语言精炼，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具有明
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西方雕塑的造型术精确地塑
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像中国画运用线条，简练、明
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
快爽利的艺术享受。  

中国艺术，包括中国雕塑之所以能一枝独秀地屹立在世界艺
术之林，全在于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是世界所
承认和尊重的。 雕塑的材质可分为石材、金属、综合材料三大
类，比如：历史题材、粗旷的风格，大多采用花岗岩：女性题材
风格细腻的采用汉白玉、大理石：青石传达古色古香的意境；金
属类的钛合金、彩钢材料主要用在悬空造型，作品形式偏现代风
格的作品中，营造出轻松、欢庆、喜庆、现代、时尚的语调；青
铜表达厚重，突出历史、展示细腻，尊贵的金属感，适用于细腻
和透空的造型。材料是艺术的载体，与作品气质、氛围、契合，
它们各自独有的质感、色彩，表达传递了粗犷、细腻、厚重、喜
庆、温暖、冷峻、圣洁的语境，成功的作品是创意与材质完美匹
配、浑然一体。  

我们游访古代帝王陵墓总能发现雕刻精美大气的石雕瑞兽、
辟邪等雕塑，陵墓内也有大量展现墓主人生活场景的陶俑等陪葬
品，在历史博物馆珍藏着各个朝代大量留存的雕塑，这些雕塑品
就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雕塑艺术品亦是文物，我们当代创造的雕塑
精品，亦会成为留给子孙的精神文化遗产，他是一个历史时期的
文化信物，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链。举世闻名、西安人以为
傲的秦兵马俑，就是古代雕塑精品的代表。雕塑的材质具有良好
的耐候性，适合长期保存的特性，决定了艺术家选择用雕塑来承
载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  

接下来再谈谈雕塑作品常见的两种类型。  
雕塑又分为圆雕塑和浮雕两大类别。圆雕是三维立体的。观

众比较容易理解。浮雕是对空间的压缩利用光影变化来展现立体
空间的艺术形式。比如大幅的有在城市建筑室外墙体上或室内大
厅正面和两侧的墙体上安放。小幅的有我们常见的钱币和各式纪
念像章上。也有浮雕为大背景，依次设计有低浮雕、高浮雕、过
渡到圆雕的艺术形式，用来营造气势恢宏的场面，在圆雕上也有
雕刻浅浮雕或透雕的艺术形式，强化和丰富了艺术的表现手法。 
“大花马”、“朋友”、“萌”三件作品有陕西文化特征，突显当代
语境。作品“大花马”的造型为小男孩兴高采烈，高举小手，骑
在马背上，马儿低首扬蹄，上下互动和谐、情绪激昂，好像小木
马通了人性，雕塑表面艺术效果为暖色调，色彩斑驳，浑然一体。
作品吸收传统陶器的造型特征，采用陕西民俗语言，与儿童形象
的质朴、率真、童趣犹如浑然天成。如一直就在身边，又仿佛笑
声、马蹄儿、铃儿声，从遥远处渐渐传来……。作品有陕西文化
基因，又有作者独特的艺术手法和当代的审美特征，展现了陕西

元素、中国元素――中国姿态：作品“朋友”的造型是小绵羊和
背上的鸟儿，采用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吸收陕西花馍、面塑
的造型，生动可爱、色彩艳丽、明快，突出了欢快的氛围，给观
众似曾相识，又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作品突出喜庆、祥和的语
境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欣欣向荣的景色：作品“萌”的造型
是小孩坐在棋盘上，神情专注地看着象棋的瞬间动作，作品采用
写实的艺术手法，表现一个新生命第一次关注象棋、棋盘，是好
奇、兴趣，还是无尽的联想。传统文化与我们终生相伴，它是中
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作者敏锐地捕捉了生活场景，发现了新
生命与传统文化相遇而产生的美感和深刻含意，从而感动了自
己，进而感动了观众。三件作品，分别以传统文化、民间、民俗
文化为切人点，创意当代语境，那是传承与创新的同时融人时代
精神和风貌，提示大家关注传统文化。三件作品异曲同工，传达
了“创意自然、绿色时尚”的主题思想。在观众欣赏美的同时，
心灵涌动的那一刻，艺术工作者的灵魂与观众产生了共鸣，那就
是要热爱生活、热爱和谐共生的理念。  

看着作品静静的屹立街道两边，川流的车辆、匆匆的路人，
不时有人驻足观看、拍照、合影，或偶然的一瞥，大家可知他孕
育、分娩过程中的故事。只有作者知道每件作品都凝聚了艺术家
心灵的火花、辛勤的汗水。每件作品都是从一张张草图开始，成
熟完善后制作小定稿，之后是泥稿放大，制模翻制，雕塑表面效
果艺术处理，现场安装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后光鲜的展现在观众
面前。  

园林雕塑、校园雕塑，它们分布在各个重要的节点上，也是
各个区域的标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艺术家根据现场环
境、文化渊源等各种要求而设计的，他们要表达的艺术在承载了
太多的思想和文化同时，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更多的是雕塑家
们风格迥异的个人艺术风貌，说明时代进步了，社会对艺术的包
容性增加了，文化走向多元化，观众的审美不仅有了大型雕塑大
题材的视觉震撼，也有了轻松一刻、会心一笑的美妙时刻，政府
为艺术家搭建了展示的平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
渴望，使艺术家的作品，从陈列在展厅、工作室架上，少数人欣
赏、到建树在城市公共空间的集中展示，为城市服务，为大众服
务，从而培养和提高城市街区的艺术素养，为群众提供了文化盛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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