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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举办的诸多美术展览中，雕塑展

占有不小比重。综合展、专题展、双年展、全

国性展览、区域性展览、地方性展览……不

同类型的雕塑展生动展现了当下艺术传承

创新的多元面貌，也引发更多思考。

凝铸时代精神

20 世纪以来，雕塑艺术深刻反映着社会

变革。一代代雕塑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将

崇高的人生理想融入创作之中，让雕塑成为

记录时代、凝聚精神的重要载体，奠定了新

中国雕塑的创作传统。当代美术工作者继

承这一传统，让雕塑在与时代共振、与人民

共情中彰显价值、绽放光彩，这在近期雕塑

展中得到清晰体现。

红色主题雕塑镌刻精神史诗，为今天的

重大历史题材雕塑创作如何书写历史提供

有益借鉴。漫步中国美术馆“塔高水长——

弘扬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美术作品展”，《长

征》组雕跃入眼帘，瞬间点燃观众内心的豪

情。一件件作品，通过人物与环境塑造生动

呈现历史情境、重构宏大叙事，达到历史真

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它们组合在一起，气

韵连贯，串联起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该组

雕由中国美术馆遴选国内优秀中青年雕塑

家组成创作团队，馆长吴为山担任主创。团

队多次深入福建、贵州、四川等地采风，并查

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创作完成《强渡乌江》

《遵义会议》《巧渡金沙江》等作品，其中既有

大气磅礴的场景组合，也有细腻感人的人物

塑造，还有抒发情感的意象造型，传递出蓬

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雕形塑魂是雕塑独有的魅力，也是美术

工作者追求的目标。由陕西省总工会、陕西

省美术家协会、西安美术学院共同举办的“时

代 风 华 —— 中 国 劳 模 精 神 主 题 雕 塑 作 品

展”，汇聚老中青 60 余位美术工作者的 100
余件主题雕塑作品，通过艺术对话促进主题

创作、弘扬劳模精神。为国家科学事业作出

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为国家基础建设辛勤

付出的工人先锋、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默默

耕耘的治沙英雄……这些雕塑聚焦“国之大

者”，以朴实的形象凝铸英模人物的精神，使

作品具有沉甸甸的分量感，催人奋进。

礼赞时代是近期雕塑展所倡扬的另一

创作导向。在“中国姿态·第六届中国雕塑

展”湖北站、上海站中，一件件作品彰显鲜明

的学术立场和艺术态度，服务人民、观照现

实 是 其 中 一 个 重 要 维 度 。 比 如 ，钱 云 可

《夜》、王力布和于文忠《一线相遇》是对抗疫

期间医务工作者忘我奉献和牺牲精神的深

情礼赞；赵强《4500 米的微笑》、卫昆《高原之

歌》、苏小林《美丽新疆·大巴扎》等，生动展

现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风格多元的雕塑，

通过瞬间凝固的美感捕捉，表达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引人共鸣。

透过展览，可以看到新时代美术工作者

“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

自觉意识不断增强。这种自觉，借助展览的

学术化梳理和展示，触达更广泛的创作群

体。像“时代风华——中国劳模精神主题雕

塑作品展”亮相西安美术学院西部美术馆，

其中蕴含的另一层深意正在于让“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深植学院教育，让优秀创

作传统代代相承。

赓续中华美学

如何在以写实、抽象等风格为主的艺术

格局中，建构当代中国雕塑的美学体系？这

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雕塑界亟待回答的

时代课题，也是当代美术工作者努力探索的

方向。

写意雕塑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正在

青岛市雕塑馆展出的“大美山河 写意中国

——2023 年写意雕塑邀请展”，汇聚 76 位中

青年美术工作者的 71 件作品，以多元题材展

现了写意雕塑形简而意丰的艺术魅力。展

览开幕当天，还举办了艺术对话活动，近 20
位学者、艺术家聚集一堂，围绕写意雕塑的

艺术特点、精神内核、理论建构、文化传播等

话题展开讨论，总结新时代写意雕塑创作的

新视野、新方法、新理论与新成果，进一步推

动写意雕塑理论研究，助力写意雕塑创作攀

登高峰。

在近期的雕塑展中，可以发现当下中国

雕塑创作的另一大趋势，即汲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养分，开辟审美新境。比如，在“中国

姿态·第六届中国雕塑展”上，一些美术工作

者注重对中国传统艺术资源的挖掘、利用、

升华，借古开今。像董绪兴《五贤赋》以现代

审美重塑古代人物，凸显东方意境；陈啸东

《中国墨色》系列试图将中国书法和绘画中

的线条运用于雕塑中，探索新的审美表达。

一些美术工作者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创

作境界，让观者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得到启

迪。像汤杰动态雕塑《一·丨》，通过动态演

绎启发人们关于简单和复杂关系的思考。

还有一些美术工作者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融入创作，通过对“物”的塑造，展现雕塑所

具有的空间表现力，传递出浓浓的文化韵

味。如张斌《见山》用木构型来比拟山峰，寻

找木和山峰之间的同构关系，于简约中彰显

东方审美意味。对中国古代雕塑的研究与

关注也体现在新的创作中。在山西美术馆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山 西 省 第 三 届 雕 塑

展”上，特别设置的传统彩塑临摹单元，引发

观者思考古代雕塑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这些多元实践表明，越来越多的美术工

作者注重坚守民族文化特质，力求从观念、

媒介和形式等方面寻求精神、文化与审美表

达的创新，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彰显地域特色

从古至今，雕塑都表现出显著的“公共

性”。如何以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展览助力

开展美育？在近期的雕塑展中，一些策展新

理念呈现艺术新思考。

在江苏苏州，始于 2012 年、已连续举办

6 届的“苏州·金鸡湖双年展”已成为具有代

表性的城市名片与文化品牌。其中的中国

青年雕塑艺术展，作为双年展寻求差异化发

展的抓手以及重要主题展之一，业已成为彰

显城市文化品格的载体。今年举办的第六

届中国青年雕塑艺术展，以城市空间为“展

馆”，让艺术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实现文化共

享，也通过作品呈现了青春视角下的苏州地

域文化特色，以及苏州开放的胸怀、发展的

活力。

在广东广州，“‘凝固的诗篇·永恒的初

心’——2023 粤港澳大湾区雕塑邀请展”回

应城市精神，其中既有表现广东革命历史的

优秀之作，又有融合新材料、新形式、新语言

以及地域特色的本土作品，展现了中国革命

历程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建设成果，以及

湾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景。展览不仅

开辟了室外空间，还借助“文化+科技+互联

网”的形式，在线上线下开展了一系列公共

教育及文创活动，增进与观众的互动。

在浙江杭州，2023 年“共塑乡情”浙江省

首届群文精品雕塑展在西湖区长埭村文化

礼堂举办。此次展览具有多重意义，既借由

作品的视觉表现力和互动性，立体呈现新时

代美丽乡村的崭新面貌，使村民产生情感共

鸣，凝聚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力量；还将

雕塑策展转化为艺术行动，启发参与者对吾

土吾乡的思考；同时，借由展览促使美术工

作者进一步“深扎”，通过邀请美术工作者加

入雕塑指导员队伍，助力当地“群文”雕塑创

作和策展活动，探索乡村美育、文化与经济

发展新范式。

不同面向的雕塑展，不仅搭建起对话交

流平台，为洞察雕塑创作现状、思考高峰之

路打开一扇窗，也积极发挥雕塑服务社会

的功能，在助力城乡文化繁荣发展上迈出

新步伐。

雕塑展—

以艺术创新展现时代风貌
本报记者 吴艳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

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

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中国书法艺

术历史悠久，承担着记言录

史、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使命，是中华民族世

代守护传承的文化瑰宝。

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与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

策划的大型文化节目《中国

书法大会》，将承续传统书法

艺术与展现新时代精神气象

结合起来，使书法艺术焕发

时 代 光 彩 ，受 到 观 众 喜 爱 。

节目的热播说明大众对书法

艺术的关注持续升温，这也

对传承和发展书法艺术提出

更高要求。如何进一步推动

传统书法融入现代生活、引

领时代审美风尚？

深入挖掘经典内涵，可

以更好发挥书法美育价值。

千百年来，以汉字为载体的

中国书法，书写着灿烂辉煌

的中华文化，涌现了大批文

质 兼 美 的 精 品 力 作 。 研 究

好、展示好、传播好这些经典

作品，是提升大众审美素养、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手

段。《中国书法大会》第一季

聚焦中国书法史上极具代表

性的 18 件（组）作品，用时间

跨 度 长 达 3000 年 的 书 法 作

品串联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

脉，展示书法之道，传播汉字

之美。节目既发挥了文字历

史教育功能，也担负起书法

审美普及的重任。每期特邀

的两位书法嘉宾、一位文化

嘉宾，从知识和审美普及两

方面展开讲解，力求深入浅

出、启智增慧，使观众更易理

解和体悟书法之美。

近些年，中国书法家协会还和各地合作，围绕博物馆

藏、经典典籍、书法遗存，举办了许多精彩纷呈的专题展览

和艺术考察活动，使展厅成为书法美育的“第二课堂”，让古

代书法成为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桥梁。比

如，去年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尚意千载——宋代书法主

题展”上，传世法帖齐聚一堂，为观众奉上一场文化盛宴；今

年举办的“简牍的世界：湖北先秦与秦汉简牍考察”活动，以

创新思维阐释文化传统，为推进新时代书法主题性创作提

供有益借鉴。借助电视、网络、展厅等平台，寻找书法与大

众之间新的情感连接点、心灵交汇点，已成为书法文化传播

新的着力点。从凝练厚重的纪录片、丰富多彩的展览到新

颖活泼的电视节目，经典书法作品的风采在展柜里、荧屏间

闪耀，并通过通俗易懂的解读，唤起大众对书法艺术的向往

与追寻。

在传承中创新转化，让书法深度融入现代生活。中国

书法人文底蕴深厚，一字一词见文化，一点一画现法度。尽

管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键盘输入正在代替笔墨书写，但书

法依然通过其他形式传递着文化艺术之美。譬如，由中国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指导，中

国书法家协会、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参与建设的“中

华精品字库工程”，将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的代表作品开发成

计算机字库，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应用。字库中

的字体设计强调在保留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基础上体现其神

韵。像“王羲之行书”字体库设计，以《圣教序》为主要蓝本，

并收集所有王羲之存世碑帖中的各种行书字形作参照，使

字体设计充分体现王羲之行笔的潇洒飘逸、遒美清秀。经

过匠心设计的字体，不仅维护了汉字书写的规范性，更有利

于引导大众审美，进一步增进历史文化认同。为规范汉字

书写，《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字幕便使用了“中华精品字库工

程”中的书法字体，并力求精准使用、独具匠心，在保证字幕

基本识读功能的同时，推动文字书写审美“飞入寻常百姓

家”。如今，伴随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关注度日益提升，传统

书法元素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例如，一些博物馆、美术馆

依托馆藏碑帖精品，推出抱枕、文件夹、帆布袋等文创产品，

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能够感受书法之美。还有一些年

轻设计师从书法艺术中汲取养分，结合时代审美风尚，创新

设计出当代年轻人喜爱的饰品、摆件等。传统与潮流的融

汇，不仅让书法艺术绽放新光彩，也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大

生命力。

综合运用多元手段，让书法之美深入人心。笔墨当随

时代，书法艺术的传播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利用先进科技

手段赋能书法艺术传播，既可使书法作品兼具专业性与趣

味性，又能更加生动直接地展示中华美学精神。今年“五

一”国际劳动节，新华社与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制作的融媒

体产品《古诗今画 “云”赏新时代劳动之美》，通过 H5 形

式构建“云展厅”，展出劳动题材书法作品和摄影图片，礼赞

新时代劳动者。跨界融合是书法艺术实现更广泛传播与普

及的有效手段。《中国书法大会》尤其注重综合运用音乐、舞

蹈、戏剧等艺术形式和科技手段，生动再现存于甲骨、青铜、

碑帖、简牍等文物上的书法文字，使这些或古朴稚拙，或刚

健厚重，或雅逸洒脱的汉字，瞬间“活”了起来。书法的旺盛

生命力源于传统、源于时代，也源于人民。以人民喜闻乐见

的方式传播书法文化，充分调动大众参与热情，才能为书法

艺术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多元手段创

新展示书法之美，让书法所蕴含的中国精神在新时代熠熠

生辉，书法工作者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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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屠呦呦》，作

者李烜峰，选自“时代风华

——中国劳模精神主题雕

塑作品展”。

西安美术学院供图

◀《长征》组雕之《巧渡金沙

江》，主创吴为山，创作团队中国美

术馆，选自“塔高水长——弘扬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美术作品展”。

中国美术馆供图

◀雕塑《大国工匠》，

作者黄熙，选自“第八届全

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

中国国家画院供图

▶中 国 画《湾

区 早 春》，作 者 潘

鲁 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