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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新观念兴起

新雕塑语言和形式的崛起，见证改革开放和思想启
蒙的过程。

40 年来，从 1978 年到 2018 年，中国雕塑大致可以
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1978 年到 1989 年。在这个时
期，中国雕塑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新与旧的问题，一
种新的雕塑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走向前台。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随着改革开放，艺术的
大门也开始敞开，雕塑界在过去现实主义雕塑的基础
上，开始引进和学习西方现代主义的雕塑。从 1978 年
开始，大学招生制度的改变，使美术学院成为新的雕塑
语言和形式变革的主要战场，新一代大学生在思想解放
的浪潮中开始积极吸收国外新的雕塑知识，成为艺术变
革的主要力量。

在这个时期，雕塑艺术呈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基本
面貌。

其一，雕塑在进行补课，主要是补过去学习西方的
古典写实主义雕塑时的不足，更多在雕塑的技巧、语言
和表现方式上进行探讨。

其二，受西方现代主义雕塑的影响，开始进行雕塑
的形式探索，这类作品接受了西方现代雕塑的资讯，着
重进行雕塑语言的探讨，强调雕塑的自身造型规律，进
行抽象、半抽象和变形的实验；除此之外，还大量进行
新材料的尝试。

其三，一些作品在运用各种材料和造型手段进行创
作的同时，寄寓了一定的社会、文化观念，表现出对现
实问题的关注，表达出作者的人文情怀。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城市雕塑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从 1982 年开始，城市雕塑比起过去有了长足的发
展。在各个城市陆续开始的城市雕塑建设中，最值得
注意的是，城市雕塑由过去的“任务”，开始转向了市
场，雕塑家个人开始接受委托，进行城市雕塑创作。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潘鹤的

《开荒牛》、钱绍武的《李大钊》等。

雕塑面貌多元化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雕塑在 80 年代的基础
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它的主要标志反映在创作
上，形成多元化的面貌，雕塑家们的个性在这个时期得
到了强调和突出。

中国雕塑在 1990 年以前，虽然在观念、形式、语
言上有了相当的推进，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着明显的模
仿和学习的痕迹，还存在个性缺乏的问题。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雕塑面貌大变，呈现出了
一些与过去不同的基本特征：雕塑艺术开始由过去的形
式审美、视觉审美走向了对文化问题的关注，由较为单
一的对西方现代主义雕塑的学习，转向从各方面进行探
索的趋向。

这个时期，一部分雕塑家有了比较自觉的关注社
会、表达自己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不再是从既定的，
先入为主的概念出发，而是从艺术家个人的感受和体验
出发，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表达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
彰显出艺术家独特的个性。雕塑家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不再是大而空的，而是从感性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
具体的、日常的生活细节，一些过去不为人关注的生活
场景，开始进入雕塑的表现范围。

在艺术的形式和手段上，他们开始尝试更多的可能
性，借用各种表现手段，不拘一格，打破传统的门类壁
垒，强调通融的必要性，雕塑更多地走出围城，与建
筑、绘画、表演等艺术融合。他们的表现手段也早已走
出了过去单一的方式，变得丰富多样。

雕塑家们在创作中，强调与大众交流的可能性，借
用大众文化的资源，表现更具有当下性的生活；这种生
活或许是世俗的、日常的，但是它们方便公众进入，生
动活泼，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在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雕塑家们普遍开始
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历史的、民间的、地
方性的资源，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进行创造性的转
化。比较而言，上世纪 80 年代，人们可能比较容易
采用简单的方式，从雕塑中是否出现传统符号，来
区别你是传统派的、还是革新派的。到这个时候，
传统成为一种资源，一种可能性。一批雕塑家开始
有效借用传统资源，借古开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进行创新。

上世纪 90 年代，雕塑界的当代意识被唤醒，各
种具有当代性的雕塑展览、雕塑活动以及理论、批评
的实践，使雕塑艺术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在 1992
年 《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 中，策展人这个角色第
一次在雕塑展览中出现，雕塑展览和理论研究、学术
讨论会并行，成为后来雕塑展览的一个基本模式。

雕塑新媒介出现

2000 年以来，出现了影响中国雕塑的两个关键因
素，这就是互联网时代新媒介的出现，以及图像化倾向
给雕塑带来的直接变化。

建立在计算机技术上的新媒介，使得雕塑创作中，
出现了虚拟雕塑形象。在图像时代，人的形象在雕塑中
大量复活，但是这个时候的人，是图像化、虚拟化的
人。这些人，和人所活动的具体生活场景，很难一一找
到现实的原型和对应物。年轻一代的视觉资源大量来自
电视，来自电脑荧屏，来自广告。因此，这一时期的雕
塑，造型上的卡通、动漫趣味流行。

除了图像和新媒介对雕塑的影响，2000年以后，对
中国雕塑传统的重新发现和转化运用，成为令人瞩目的
现象，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2010年前后，中国雕塑又产生了新的代际变化，一
批更年轻的雕塑家进入人们的视野，围绕青年雕塑家的
展览和活动也越来越多。

青年雕塑创作突出表现有三点。 首先，将身体的
体验和感受放在重要位置上，从身体出发，可以重新阐
释与雕塑相关的许多问题。其次，以新的态度，重新关
注物性、材料、实体。出于对虚拟现实和图像生存的反
拨，物性、物质材料、物质实体重新得到了当代雕塑家
的关注；新的具象雕塑方式也受到年轻一代雕塑家的青
睐。再次，高新科技手段在当代雕塑中引入和运用。近
十多年来，雕塑创作中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手段已经蔚
然成风。例如，3D 打印雕塑、影像技术、声光电技
术、交互感应技术等在雕塑中大量出现，对新技术的敏
感和兴趣，成为青年学子们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为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雕塑》主编)

2018年 12月 23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理事会理事，共222人。在中国美术家协会
第九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主
席团。范迪安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王书平、
许江、闫平 （女）、李翔、李劲堃、李象群 （满
族）、杨晓阳、吴为山、何家英、周京新、庞茂
琨、徐里、鲁晓波、曾成钢 （共 14 人，按姓氏笔
画排序） 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任命马锋
辉为中国美协第九届秘书长，推举靳尚谊、冯远为
中国美协第九届名誉主席，聘请王明旨、王明明、
韦尔申、尼玛泽仁 （藏族）、刘文西、刘勃舒、许
钦松、杨力舟、肖峰、吴长江、林墉、罗中立、施
大畏、秦征、黄永玉 （土家族）、黄格胜 （壮族）、
常沙娜 （女，满族）、詹建俊 （满族）、潘公凯等
19名同志为中国美协第九届顾问。

（赵天宁）

“丘壑澄怀·中国书画名家学术邀请展”日前
在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美术馆开幕。展览由中
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
院、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主办，大道堂美术馆
承办。此次展览展出了龙瑞、程大利、曾来德、
马新林、陈仕彬、王平6位书画家的100余件书画
新作。

据悉，6 位参展艺术家的年龄从“40 后”到
“70后”皆有。他们在创作中坚持书画并修，均为
当今画坛颇具影响力的代表性画家。此次展览以

“丘壑澄怀”为主题，既是对宗炳“澄怀味象”绘
画美学的现实观照，也寄寓着参展画家的艺术
观。正如此次展览的策展人陈仕彬在展览序言中
表示：“有识之士，抱道自高，潜心深研笔墨，志
在传续文脉。越来越多的画家清醒地认识到，中
国山水画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脱离中国文化之
根，当代山水画家无论如何与时俱进，都不能丢
掉澄怀求道之心。”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带领观众
走进几位艺术家的内心世界，使大家更好地理解
他们的精神坚守和创作理念，领略他们对中国书
画乃至中国文化的心之所倾和情之所寄，并为当
今画坛带来启发。

（张志强）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广东省国画作品展”
日前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行。展览由中国国
家画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中国国家画院举办以“新中国美术家”为主
题的系列展览，经历 5 年之久，对全国范围内
1949 年以后出生的中国画名家进行梳理、展示和
推介。此次展览共展出 15 位艺术家的 90 余幅精
品力作。

近几年来，中国国家画院一直致力于当代艺
术名家档案的挖掘和整理，国家画院推出“新中
国美术家”“岁月丹青”“南北对话”“以心接物”
四个系列活动，将老中青三代人包含在内。此次
展览是“新中国美术家”系列 5年来的收尾之作，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广东美术的传承与延续，还有
未来的态势走向。历经5年，至今为止有数百位画
家的作品在此展厅中展出。“新中国美术家系列”
将为画院创作和中国美术文献的梳理提供坚实的
学术基础。

（周珍珍）

中国雕塑40年的历程，和改革开

放新时代息息相关。一方面，雕塑艺

术以它特有的物质形态和空间形态，

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

雕塑艺术的每一次变化和拓展，都折

射出社会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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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 《西行记》 玻璃钢

汤杰 《红尘 》 沙子、玻璃、电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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