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cial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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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获得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获奖提名的雕

塑作品《亮丽的风景线》，以跨时空的方式呈现了一组

环卫工人群像。作者吕学晶在进行反映社会现实的主题

性创作的同时，延续着自己对雕塑语言的探索。

关键词：木雕，主题性创作，雕塑语言

Abstract: The sculpture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is nominated for the 13th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which has demonstrated a group of sanitation workers’ 

portraits of different time and places. Lv Xuejing extends his exploration of sculpture 

language while working on the themed creation that reflects the social reality.

Keywords: wood sculpture, themed creation, sculpture language

以情塑形——吕学晶访谈
Shaping with Emotion—Interview with Lv Xuejing

吕学晶  Lv Xuejing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您一直注重探索、挖掘雕塑的材料语言，专

注于木雕的创作。您如何理解木这一材质的

物理属性和文化属性？

吕学晶（以下简称“吕”）：很高兴，

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从雕塑的材料语言开始，

这是多年以来，我创作过程中最关注的问题

木在雕塑创作中的物理属性和文化属

性，是我在读研究生时的研究方向。我将其

分为木的自然特性、应用特性和认知特性，

其概念与物理属性和文化属性是基本一致

的。我们所接触到的木，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自然状态的木；另一类是被“人化”

了的木。前者体现了它物理属性的自然形

态，或者说区别于其他材料的形态特征，比

如硬度、纤维构成、颜色等，也包括生长过

程中所体现的生命表征。从这个角度来看，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我更将木视为一种生命

体。有些艺术家在用木头做雕塑时，最担心

的是木头会“裂”，而这是我最期待的，

我将其视为木的生命存在形式之一。这种

“裂”有不可预知性，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

的，它更能体现一件木雕作品是由雕塑家和

雕塑材料共同完成的，两者是互动的，而不

是一方支配另一方的。关于木的文化属性，

它更体现在被“人化”了的木上。不管是人

类开始“钻木取火”，还是木在我们中华民

族的建筑、农耕以及家具等方便的应用，都

在历史长河里沉淀下了它特有的文化属性。

木不但承载了先人的智慧，更一直流露着温

和且有韧性的秉性，这恰恰与我们中华文明

有着天然的一致性。

当：木的特殊质感和加工手法给木雕作

品带来了特殊的肌理。您近两年的作品出现

了明显的刀刻痕迹，并以黑色强调轮廓的雕

塑语言，如《头像No.1》《午后》《壮族的

壮娃》等，十分有个人风格。请谈谈这一风

格形成的过程。

吕：对于木的特殊质感和加工手法带给

木雕作品的特殊肌理，其实是我一直比较看

重的。但这并不是刻意的，而是在塑造表现

过程中自然留下的痕迹。在创作过程中，我

尽量专注于自己的情绪，只有这样，雕塑的

肌理才不表面，反而能记载自己一分一秒的

情绪变化，这样的过程更加有趣。如果说我

近两年的作品刀刻的痕迹越来越明显，我想

可能是创作状态越来越放松的体现吧。“以

黑色强调轮廓”这一表现语言，虽然在我第

一件木雕创作《2004.3.24至2004.5.25》就

开始运用，但在近两年运用得很充分。作品

中的“黑色”，其实是对“墨”这一材料的

运用。墨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我迷恋它

的深邃。在木雕打制的过程中，我用它来划

线和形象初设，起初作品中的墨色是在木雕

打制过程中自然留下的痕迹，我将其保留，

在作品完成阶段又逐渐加以强化，让它成为

作品表现的一部分——既可以强化艺术的视

觉效果，又能增强层次感。另外，我觉得墨

色与木材料有一种天然的协调感，它便逐渐

成为体现我作品灵魂的关键。

当：《亮丽的风景线》是一组群像，集

合了各个时间段的不同清洁工形象。这件作

品的创作是否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何使用这

种跨越时空的组合方式？

吕：《亮丽的风景线》不仅是为今年全

国美展准备的一件作品，也是我在过去的两

年，作为广东省宣传部组织的“广东美术青

年人才培养基地”学员所完成的作业。整件

作品从构思到完成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本

着“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艺术创

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

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的创作理念，我

深入环卫工人的工作生活，搜集大量素材，

体验了他们工作的辛苦。正如我在作品简介

里所说，环卫工人为我们的城市环境默默地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衣着可能不整

洁，但他们走过的地方一定是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他们的内心也有那“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他们是一群可爱、可敬的人。整个创

作过程，我都心怀感动，不管是构图还是每

个细节的处理，都是情绪先行。作为群像，

我打破了很多艺术家常用的特定场景的照片

式构图，而是表现了不同时间、地点的环卫

工人形象，是跨时空的组合，能更全面地展

现环卫工人这一群体的形象，既体现它的象

征意义，也试图营造一种纪念碑式的艺术氛

围。《亮丽的风景线》是带有表现性的现实

主义作品，塑造手法粗狂写意，也是力图将

雕塑材料、艺术语言和表现主题高度契合的

作品。作品自展出以来，先后获得“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广东省美术作

品展”的金奖和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的获奖提

名。对我而言，这样的成绩无疑是一种肯定

和鼓励，我很感谢“广东美术青年人才培养

基地”两年来的培养，也感谢广州美术学院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提供的创作环境以及所

有关爱我的师长。

当：请您谈谈对主题性创作的理解。

吕：主题性创作有主题明确、创作题

之一。我认为，尽管在艺术发展的的长河

里，艺术的形态不断发生着变革，观念、形

式乃至表现的内容都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

但对艺术语言的探索与挖掘一直是艺术家们

所共同关注的，因为艺术语言才能真正体现

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特质和秉性，或者说人格

魅力。艺术创作一贯有“求新求异”的特

点，艺术家只要真正尊重自己真实的感受，

挖掘自我的艺术表现语言，其作品将注定与

众不同。分析自我，远比推演艺术理论更重

要。而雕塑的材料语言与艺术家的艺术表现

语言本质上是相通的，艺术家眼中的材料是

有情感的，是活的、有生命的。雕塑家和雕

塑材料是可以对话并融为一体的。

材典型性的特征，要求能体现时代精神、

吻合时代主旋律。它除了保证很高的艺术品

质，又强调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性，在一定范

畴内，它区别于纯粹表现自我的个人创作。

其实，纵观美术史，不管在中国还是其他国

家,主题性创作一直存在，它是艺术创作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全国美术作品展已举办了十三届。

当下艺术的发展更加多元化，各种因素的介

入削弱了全国美展的权威性。您认为在今天

这样的大环境下，全国美展的意义是什么？

吕：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发展的多元

化源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我国提倡的文艺

创作精神，从未否定“百花齐放”的方针！

从我个人的理解和感受来说，全国美展作为

以反映时代精神的主题性创作为主的展览，

最大的受益者是人民群众。今年全国美展的

各个展区陆续开幕，不但受到了媒体的关

注，而且各展区都迎来了众多观众，其中最

多的就是平民百姓。他们走进展厅，至少看

到了能“看得懂”的艺术作品。在受到艺术

的熏陶和感染的同时，能够从艺术家的视角

看到中国发展的繁荣景象，增强了民族的文

化自信，也看到了社会上理应该被讴歌的、

为我们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这也是

全国美展主题性创作的社会功能性意义。艺

术创作中的“大我”和“小我”是相辅相成

的，相信绝大多数参展艺术家在表现作品主

题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对艺术语言的探索和

苦苦追求。我认为，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视

角看当下的艺术发展，不应该简单地站在

“此岸”看“彼岸”。

最后，再次感谢第十三届全国美展评

审专家给予我作品的肯定，我将继续努力创

作。同时，呼吁我们广大艺术工作者，能够

积极创作更多可以服务于社会的精品力作，

也希望我们的全国美展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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