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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丹（以下简称“尹”）：这次“开放的六

月”毕业生作品展上，雕塑系学生的作品给人一

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我现在听到的各方面评价

来看，人们对雕塑系的作品普遍评价很高。所以

我想了解一下，这几年雕塑系在课程设置上有没

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是否有一些新的教学方面

的尝试？

焦兴涛（以下简称“焦”）：实际上，中

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和要求决定了不可能对基本的

教学体系做大的改变。雕塑专业已有的课程体系

是从1953年以来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就开始执行

了，其教学目的，就是希望培养出技术熟练的雕

塑工作者，以现实主义的风格为政治主题服务。

因此，写实的基本技能和技术的训练是整个五年

教学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在今天，社会对雕塑从

业者的要求也主要体现在写实技术上，因此，基

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样的一个教学框架是难

以从根本上改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作

为，我们在学生的创作教学中强调了一种“在场

性”，或者称之为“现场教学”，雕塑系从2004

年开始的每年一度的学生作品年展是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平台，通过展览评奖和讨论，提出雕塑创

作中的问题，这几年对学生创作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当然，经常性地邀请一些雕塑家、批评家

来讲座、展览，也是重要的内容，为学生的学

习提供一个生动和丰富的现场，在耳濡目染中

获得提高。如果把传统技能训练的课程当做主

食的话，各种其他的学术平台和资讯就好比各

种丰富的菜品。

具体到创作教学中，强调理论与批评的重要

性，让学生建立起在美术史的上下文中展开自己

个人创作的意识，这点，对于今天的雕塑创作显

得尤为重要。你的感受要分享要共享，是需要很

多东西来支撑的，艺术表达不仅仅是情绪的直觉

反应。今天的艺术创作，对作品语境唯一性的强

调实际上让形式的创新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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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作品语境的把握和判断，如果没有相关的艺

术文化包括美术史的基础，是很难进行的。

尹：能否请焦老师具体地谈谈作品语境唯一

性问题？你的意思是指雕塑创作需要和特定时代

的文化或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并具有某种文化针对

性？

焦：是的，但所有的背景只有当它落实到具

体创作者个体的独立表达的时候，才有意义，否

则只能是纸上谈兵，这是我理解的构成作品唯一

性的一个方面；同时，作品与具体现场空间的特

定的关系也是今天的雕塑创作需要考虑的。作品

语境的唯一性，只能通过个体独立的思考和表达

所呈现的针对性来实现。

尹：我觉得这次毕业展中，雕塑系的作品非

常出色。你能不能谈谈你对这次展览的看法，或

者这次展览有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

焦：通过最近几届的学生作品年展以及相

关的讨论，当代雕塑创作的一些重要的方面逐渐

为学生们接受并进行着各自的创作实践，比如雕

塑的“非视觉性”，除去视觉之后，雕塑还剩下

什么，或者说在具体空间中，具体材料的创作可

能性有多大，这些思考，应该是这次展览所体现

出来的一个特色。像娄金的作品，把一颗完整的

大树树干横剖成两百多块连续的断面，在每一块

上面随意地雕琢，编号至树梢，在展厅里摆了

30米，作者对自然物与手工性的关注让人印象

深刻。还有谢燚的作品，以一种非常冷静的方

式，借助精密的机械装置来呈现一种与身体经

验有关的物质运动，很酷！……很多作品呈现

出很强的跨媒介的自由意识，包括利用辣椒所

散发出的特殊嗅觉来做的装置，以及利用石墨

与石膏材料之间对话的雕塑……一个同学用木

材的剖面镶嵌而成的汽车，也体现了很强的现

场感和制作感。

尹：请问雕塑系的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有

何差异？

焦：简言之，本科教学体系是一个以技术技

能训练为主干的体系，研究生则根据研究方向，

以“现场教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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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正如你刚才说的那些内容，你觉得雕塑系这几年主要的教学特色就

在于：一方面它没有打破之前的传统教学体系；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一些其它

的方式来改变它，例如强调教学中的现场感，例如通过很微观的或者是很潜

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学生？

焦：当然，需要为这样一个现状寻找一个符

合逻辑的阐释，这样才能在基础训练的技术性与

创作的观念性表达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我

一直倾向于把雕塑系的塑造与写生联系，看成是

一个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学习艺术史的过程，

前提是需要在每个重要的节点上加入与之相应的

美术史的内容，比如人体练习，本身就是西方雕

塑史的主线，从古希腊到罗丹直至贾科梅蒂，同

样以人体为表现对象，其实后面的艺术思想的变

化是巨大的，就像德加的《小舞女》，这样的学

习不仅仅是知识的了解，因为具体地做了，更能

成为某种强烈的经验，这样就为创作，提供艺术

史和经验的双重准备——这点对于一个艺术家显

然非常重要。其实换个角度，传统雕塑通过对技

艺的学习，强迫你接受它的全部条例，这些体系

又反过来成为你突破的障碍，而难度使得试图

“突围”的作品总是显得充满力量，所以难度即

强度。雕塑系的每次联展，获奖作品都会写点

评，让大家明白判断一件作品优劣的一些原则，

这也会让学生知道一个清晰的学术标准。

尹：这里我想问一个貌似很初级的问题，衡

量一件好的雕塑创作，有没有一个相对的标准？

是否当代雕塑和其他门类一样，“创新”或者你

所说的“突围”是一个最为基本的标准？

焦：艺术史上有两类艺术家，一类是“开

门”的人，他不断突破艺术的边界，提供新的艺

术方法，打开一扇扇新艺术的“门”，另一类艺

术家，就是能够进入这些“门”并能在持续的创

作实践中，把他们感受到的强烈的个人化的东西

呈献给大家。前者如毕加索、杜尚、博依斯，后

者如珂勒惠支、贾科梅蒂、弗洛伊德。前者固然

伟大，后者同样值得尊敬。所以，个人以为一件

有价值的雕塑作品，能够以有意思的方式呈现自

己独立的感受和思考就已经很不易了。

尹：最后请您谈谈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利

用他们学到的艺术史知识呢？有些学生喜欢让自

己的作品和艺术史中的某种风格进行对应，找到

根据。而有些学生却觉得要跳出艺术史上已经存

在的风格，尽管完全跳出是不可能的。

焦：艺术史知识只能是背景，对于创作冲

动本身来讲，它一定是后置的。举个不恰当的例

子：一个美女是否是你喜欢的类型，这几乎是一

个直觉的判断，之后，你确实可以为你的判断找

到很多理由来坚定自己或者变得犹豫。具体的艺

术创作一定是从一个感性而突然的冲动开始，而

后，知识和理论的跟进也许能帮助你把冲动变得

更加深入，当然，这种更加深入的思考，也会反

过来影响你的直觉与判断。所谓：只有深刻地认

识到了，才能真正地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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