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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究中国现代动物雕塑奠基人周轻

鼎雕塑艺术的风格特点，探索其艺术思想和创作规

律。通过回顾他的雕塑艺术人生，以及大量的文献调

研，并比较分析周轻鼎的动物雕塑作品，总结出其动

物雕塑艺术风格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仿人应物求

似”“营造气韵求神”“推敲方寸求美”。周轻鼎的

一生几乎都奉献在了以动物雕塑为主的研究、创作与

教学之上，他不仅有着卓绝的艺术写实功力，还具有

很强的艺术灵性与才华，其求似求神求美的艺术追求

贯穿了他动物雕塑创作的始终。

关键词：周轻鼎，动物雕塑，仿人应物，营造

气韵，推敲方寸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Zhou 

Qingding's sculpture works, the founder of modern animal sculpture in China, and to look 

for his artistic thoughts and creative rules. By reviewing his sculpture life, consulting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and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Zhou Qingding's animal sculpture works, 

it is concluded that his animal sculpture style has the follow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seeking 

similarity by imitating human beings and objects, achieving the unity of form and spirit, 

and pursuing the beauty by valuing subtlety. Zhou Qingding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research, 

creation and teaching of animal sculpture. He not only expelled at the artistic realism, but 

also was endowed with great artistic intelligence and talent. His artistic pursuit of seeking 

similarity, spirit and beauty were fully reflected in his creation of animal sculpture.

Keywords: Zhou Qingding, animal sculpture, imitating human beings and objects, 

achieving the unity of form and spirit, valuing subtl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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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中国的传统雕塑艺术在经历古代陵墓

仪葬礼制的演变以及宗教思想、民族融合之

后，直到20世纪随着大量西方艺术思潮和文

化的涌入，中国的雕塑才开始学习法国的雕

塑造型体系，并对中国传统雕塑造型的理念

及方法进行研究。这使得我国的艺术家们对

于雕塑艺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新”字

因此成为了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重要关键

词，同时这一时期也成了中国雕塑艺术重要

的转型关键。而正是由于一批中国的雕塑艺

术家们在西方雕塑艺术方法和新艺术思想理

念的影响下，通过对比、融合不断地发展和

突破，将中国传统雕塑的文化优势充分地发

挥了出来，才有了今天独具中国民族特色和

传统文化特色的当代雕塑艺术和百花齐放的

发展局面，这其中周轻鼎为此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

作为雕塑艺术分支的动物雕塑，艺术地

位虽不及人物雕塑，但在艺术创作的难度和

魅力上并不逊色于人物雕塑。提到20世纪

中国的现代动物雕塑，就一定会讲到被誉为

“中国现代动物雕塑奠基人”的周轻鼎。他

是我国第一代留学法国的雕塑家之一，其雕

塑设计不仅吸收了法国传统的写实雕塑艺术

精髓，还十分注重动物生命力的表达，因此

作品语言生动，充满诗意。［1］在风格和手

法上还有着类似中国传统写意花鸟画艺术的

影子，运用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

原则。周轻鼎在80多岁还在积极地从事雕塑

艺术的创作和艺术教育的活动，培养了许多

如傅维安［2］、周国桢［3］这样优秀的雕塑艺

术的接班人。他在传授雕塑技法的同时，其

为人处事、艺术情操，对于雕塑艺术纯粹且

热烈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态度也深深地影响

着身边的人。他少时不畏艰苦孤身闯上海，

日本求学时勤工俭学，在法国巴黎时出于省

油以半芯挑灯看书，好友将其法国的住处取

名为“半灯楼”，为了能做好动物雕塑，他

在上海动物园住了9年等。［4］周轻鼎将自己

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雕塑艺术，为我国的现代

动物雕塑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身体

力行告诫后生们珍惜光阴、不负韶华。

二、周轻鼎个人简介 

周轻鼎（1896～1984，图1），湖

南省安仁县人，现代雕塑家、美术家，我

国现代动物雕塑的奠基者。父亲是前清秀

才，能书善画。母亲虽是普通的家庭妇女，

却心灵手巧，是当地安仁米塑的高手，受母

亲的影响，自小他就喜爱用米塑捏制如老

虎、母鸡之类的各种动物，同时还受到了父

亲的指教临摹中国传统的山水花鸟画。［5］

1920年（时年24岁）离家前往北京，后

在1922年（时年26岁）考入上海图画美

术院［6］（1930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

校）。1926年（时年30岁）东渡日本，进

入日本东京的川端画学校［7］学习，之后因

生活艰苦，离开东京去往了仙台。而后因

“九·一八”事变，周轻鼎又转道于1931

年（35岁）留学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学习雕塑（与冼星海同住在山维舍尔大街8

号），师从让·朴舍［8］（Jean Boucher，

弘一法师早年临习《始平公造像记》，

也可谓是神形兼备，但是到最后晚年“弘一

体”的出现，虽不能明显地看到其书中碑的

痕迹，这也许是所修行的佛法已经把弘一法

师早年的那种逞才之心的棱角磨掉了。法师

为律宗大师，然而尽管勤修梵行，并极力要

在书法中摒弃一切繁华，但他那超凡的艺术

气质却未能泯灭［24］，所以弘一法师将早年

临习《龙门二十品》（特别是《始平公造像

记》）所打下的坚实笔力功夫作为支撑条

件，结体上采取奇崛的经营方式，将北碑的

刚猛雄浑之貌与魏晋的飘然醇厚之韵化为一

体，用最勤的功夫打进去，再用最大的力量

打出来，终成晚年之“弘一体”。所以弘一

法师是将《龙门二十品》中的那正大刚强的

灵魂化到了其书法创作当中。

孙伯翔学龙门造像记与上述二家有很

大的不同。如果将上述二家比作是内家拳泰

斗的话，那么孙伯翔也可以称得上是位外家

拳大师。孙伯翔很强调临帖抓形的稳、准、

狠，在其临《始平公造像记》中每个字都可

谓神形兼备、惟妙惟肖，有时甚至以笔代

刀，那种刀劈斧削的气势在他的笔下表现得

更加形象，通过对外形酷似地追摹，练就了

其深厚的基本功。正因为有这深厚的基本功

作支撑，才进而取浑穆灵动一路的魏碑作为

修行的法门，最后形成那具有视觉冲击力，

又有传统根基的自家面貌，将北碑真正做到

了“自然书写”，进而将魏碑那刚强、自然

之美的状态表现到了极致，真正把魏碑写成

了“钢打的，铁铸的。”

上述三位书家在学书期间取法《龙门

二十品》时共性的表现笔者认为有两点，一

是用功之勤，力求神形兼备。于右任的“朝

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李叔同在出家

之前一直致力于北碑的临习，孙伯翔临《始

平公造像记》所用的纸也要用军用卡车拉，

这些例子都体现了他们对临帖用功之勤。

王右军对于临帖曾言到：“一遍正手脚，

二遍少得形势，三遍微微似本，四遍加其

遒润，五遍廉加抽拔。如其生涩，不可便

休，两行三行，创临惟须滑健，不得计其遍

数也。”［25］可见临帖不是完成任务和计较

遍数来寻求心理安慰，而这正是学书者一辈

子不二的修行法门。三位书家的这个共同点

给学书者的启示就是没有量的积累，就不会

有质的变化。二是他们的线条中都有方雄之

气，这是由于他们都对《始平公造像记》下

了很大的功夫。魏碑的主要特点就是方雄，

龙门诸品中将方雄发挥到极致的数《始平公

造像记》为第一，学北碑不学《始平公》，

犹如学行书不学《兰亭序》一样。不管是于

老和弘一法师内在的方雄之气也好，还是孙

伯翔先生外在的方健之态也罢，他们的共同

特点就是都具方雄浑穆之美，只是内外表现

形式不一样而已。而方雄之美的表现也是学

书者取法北碑的关键所在。

六、总结

不同的书家，从同样的《龙门二十品》

当中，汲取了各自所需的养分，最终铸就了

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书法作为艺术，作

者气质是决定它的风格的基本气息，审美意

识是它的形式美创造基因，而由历史相沿

的形式技巧表现手法，则是它的实体构成

因子。”［26］《龙门二十品》给予当代书法

艺术家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阳刚大气之美

是学书者用笔靡弱的良药，天真烂漫之姿

态是书家书法创作灵感的源泉，“尚武”

精神之表现是中华民族振奋的决心。这要

靠艺术家们以丰富的灵性并用新的“生命

形式”去感悟，对传统文化加以消化和吸

收 ， 以 此 重 现 民 族 文 化 之 魂 ， 从 而 达 到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文化自信，民族自

信。”于右任、李叔同（弘一法师）、孙

伯翔三位大家对《龙门二十品》的汲取给

予当代书家的启示就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

扬是其共性的追究，形成其各自独特的艺

术表现形式是其个性的表现，正如清刘熙

载言：“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

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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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的击掌、抱琴以及作为观众观看表演

都无不是通过拟人的艺术手法使它们的情感

能够更为直观地呈现出来。同时动物的形象

也有老有幼，有雄有雌，个体之间互相照

应，甚至呈现出一个家庭的模式。

 周轻鼎通过常年的艺术观察和创作经

验，虽然对各类动物的骨骼、肌肉、皮毛等

外观以及动作神态、表情的含义有着非常深

刻的理解，在创作时却并没有将其一板一眼

地从自然界复制到动物雕塑的作品之上，而

是经过解构，有所取舍、强调以及再重构。

他强调动物雕塑和人一样具有生动性，也能

呈现出有生活意义的、诱人的以及美的东

西，舍弃那些无关的、生硬的和无意义的东

西。强调既要以自然界的动物为源，又要能

超脱动物客观既存的束缚，将艺术家们的创

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这或许就是

中国传统画论中所传达的“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吧。［10］于此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动物

雕塑艺术中诗意的表达，这与中国传统艺术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理论相呼应，在

动物雕塑艺术中也应该蕴含着这种能够打动

人心，使人深思、欢喜和忧愁的诗意。［15］

自然界这些动物的生活虽然在寻常人的眼中

是那么的平常，但其实也不乏像“天鹅凑

队送朝雾，孔雀开屏映晚霞”［10］这样的情

景。与人相似，动物们也有着自己的生活，

因此那些只知一味模仿动物外形或是因拿不

准轮廓，而自称“不求形似”的作品都不会

拥有这种意境。也因周轻鼎自幼学习传统国

画、书法和各种民间艺术，即便在法国留学

14年之久，还是会将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手

法，继承和运用到动物雕塑上，如用棕熊象

征敦厚可爱、用马象征激情奔放等，这样利

用动物来象征某种含义的手法，将外国学来

的现代雕塑技法与中国的传统艺术相结合，

让他的动物雕塑作品依旧独具中国传统文化

的诗意和中国气象。

2.营造气韵求神

形象一词就人而言，形即人的外在形

象和生理方面，神即指精神和思想感情方

面。但对于动物而言，形是动物的轮廓、结

构、动态等，神则是动物的习性、特点、状

态等。延伸到动物雕塑艺术也是如此，外在

的形体与轮廓和内在的神似与气韵，都需通

过仔细观察，透过动物的外在表现，挖掘其

内在的东西。［16］所以对于动物雕塑的创作

来说写生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因为动物的许

多姿态光凭想象是难以呈现的，即便想象出

来了也不会有写生出来的真实生动。当然即

便是写生，动物的特点、美与丑也都是需要

被重视的，如山羊的腿不似马、鹿那样长；

某些动物的外形模样由于饱经风霜而过分残

缺，如缺块的耳朵，就要舍弃不需照搬。因

此即便“神”须一定的“形”去表现，但

“形似”与“神似”之间并非等号，徒具形

似也是无用。例如《马》（图5）这件雕塑

作品，除了重视马本身的解剖结构之外，还

特别强调马的精气神，就像《广东新语·艺

语·诸家画品》中提到的“又谓骏马肥须见

骨，瘦须见肉，于其骨节长短，尺寸不失，

乃为精工。”［17］画马骨力即骨头结构、比

例、关节构造等外部框架神气为上，后再是

肉和皮毛。动物雕塑的创作就是需要将骨

气、精神以及习性等一切协调地结合起来。

这些不仅是“形神具备”的要求，也是作为

艺术作品所必须具备的，因为如果动物雕塑

仅是一个解剖模型，那何不直接去看自然界

活的动物。动物雕塑作品要能够吸引观赏者

驻足、观赏甚至回头，艺术除了形似还需做

到神形俱备、气韵生动。因此他的动物雕塑

作品给观赏者最大印象就是生动活泼、神气

有趣的感觉。

动物雕塑在创作时，都要对动物所在环

境、所发表情等进行构思和分析，即便构图

不大，也要当成与现实等大的动物形象去对

待，它周围的一草一木，都要与之相呼应。

许多动物擅长用尾巴和耳朵表达情感，因此

创作者需要善于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有了

正确的结构，也要重视细节的处理以及其神

韵的刻画，使其更为生动。如《北极熊》（图

6）、《鸡》（图7）这些作品进行了细微的

刻画，也许是用带锯齿的刻刀将北极熊的肌

肉和皮毛处理了一遍，或许是鸡头的方向动

了，又许是底座与动物主体之间的关系加以

了些许的处理，这些看似随意的一两刀，其

依据却是周轻鼎长期以来对于动物的观察和

对艺术创作的实践、思考，看似不起眼的小

小改动，却能使这些动物雕塑的面貌神态有

了很大的变化，更加生动自然、更具艺术性，

正所谓“意以象尽，象以言著”［18］。因此其

作品很少会出现那些所谓变形的、夸张的、

装饰的因素，力求形神兼具，不尚修饰，但

并非没有，而是以中国传统写意的装饰形式

出现，不是图案式的，它所呈现的变形和夸

张毫不刻意，好似动物生来如此，看似平淡

却意蕴深厚。因此周轻鼎在教学时，教导学

生夸张、变形的运用一定要在充分掌握动物

的习性和解剖的基础上，要关注动物精神的

表达，注重师法自然，再现自然中动物原生

的生动神态。

3.推敲方寸求美

周轻鼎在创作动物雕塑时十分重视作

品的形式美，其粗细的统一、整体感变化，

如动物四肢姿势的变化，在群体中各自姿态

的变化，表情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个体之间

的疏密、错落等。其刀法苍劲，粗放有度，

手法流畅，一气呵成，在不经意中展现力与

美的交融。如《群鹿》（图8）这件雕塑作

品，3只不同姿势、大小的鹿错落有致地伫

立在同一底座之上，两只稍大的鹿，一只警

1870～1939）。［9］1940年（时年44岁）

德军攻占法国巴黎，在巴黎沦陷之后，周

轻鼎前往里昂。在里昂的5年里，主要在

著名动物雕塑家约翰·杜马的工作室学习

动物雕塑，有时还会临摹中国传统的小雕

塑予以出售，这期间的作品也连续在巴黎

“沙龙”展览中获奖，奠定了他之后从事

动物雕塑的基础。［10］

1945年12月周轻鼎（时年49岁）从法

国里昂回到了祖国，担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

学校［11］的教授、雕塑系主任，后又担任杭州

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2］雕塑系的主任。［13］

1958年（时年62岁）担任了浙江美术学院

民间美术系的系主任，所以经常接触当时在

该系任教的民间艺人，如此他便从教学工作

转到了动物雕塑的创作上，花费近30年跑遍

了南方如江苏、广东等地的陶瓷厂做陶塑。

1962年（时年66岁）在北京市工艺美术学

校［14］办了动物雕塑培训班，是年在上海还

举办了个人动物雕塑展。1978年（时年82

岁）应浙江温州地区工艺美术公司之邀来到

温州讲学两个月，这个训练班还未结束，又

被浙江丽水地区二轻局所预定，同年秋冬两

季在丽水青田的动物雕塑培训班里度过。

1979年（时年83岁）秋天，又应邀到南京

艺术学院美术系工艺雕刻班讲学2个月，他

的教学内容不仅有关于动物雕塑的技法，还

包含了老雕塑家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分享，

且处处贯穿着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和深刻的

艺术哲理，开门见山、深入浅出，对从事雕

塑工作、绘画以及其他艺术创作者都具有参

考价值。

三、周轻鼎动物雕塑艺术风格分析

通过调研比较周轻鼎动物雕塑作品，从

中探析其雕塑设计的艺术特征，可以概括为

“仿人应物求似”“营造气韵求神”“推敲

方寸求美”三个特点。在“仿人应物求似”

上，以自然界的动物作为设计主体，赋予动

物以人的神态和动作来表现其行为活动；在

“营造气韵求神”上，每一个雕塑作品通过

形的外化表现来表达对于内在神韵的追求；

在“推敲方寸求美”上，将西方造型方法与

中国传统雕塑设计相结合，展现出新的极具

个人特色的雕塑风格。

1.仿人应物求似

周轻鼎在创作时，会采用拟人化的手

法赋予所雕塑的动物形象以人的性格，使其

拥有人情色彩，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与生态

景象。他不讲究学院派严格的写实解剖，

更注重雕塑古拙质朴的“金石味”和“书卷

气”，颇具中国传统的文人气息。他善于表

现动物的各种形态，创作手法自然流畅，颇

具风趣，也常作寓言性的艺术加工处理，如

作品《抱筐棕熊》（图2）中的主体棕熊是

如人双足站立，双手团抱将竹筐抱至胸前，

不仅表现了熊自身的生物特征，同时还赋予

了它以人的性格，这种“拟人化”的艺术表

现手法呈现出了强烈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即

便是没有明显寓言的动物雕塑形象的作品，

也能看到“人情味”。动物虽然不会说人类

的语言，但它们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也

有它们自己的喜怒哀乐的神态和表情，如

《击掌棕熊》（图3）和《熊猫抱琴》（图

1. 周轻鼎（1896～1984）

3. 周轻鼎，《击掌棕熊》，雕塑，19622. 周轻鼎，《抱框棕熊》，雕塑，1982 4. 周轻鼎，《熊猫抱琴》，雕塑，1950 5. 周轻鼎，《马》，雕塑，1981 6. 周轻鼎，《北极熊》，雕塑，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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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地眺望着远方，一只则在对面回应着它，

最小的那只则是侧身扭头地望着父母，它们

样态各异且生动，同时又相互呼应形成统一

的整体。它们娇健的身躯被着力刻画，四肢

灵活，眼神驯良，他雕塑刀下的鹿群似乎被

赋予了生命、拥有了“呼吸”，各具神采而

又千姿百态，耐人寻味。因此创作动物雕塑

首先就得拿准动物的基本轮廓美，在此基础

之上再去考虑如何注入作品灵魂，使其具有

强大的感染力。

动物雕塑艺术要以少胜多，尤其是在速

写性写生作品时，要抓其动态美、生命美，

因此在创作时他不会处处进行精细刻画，留

给观赏者以想象的空间。看似毫不费力、一

挥而就的作品，其背后是数十年的观察和实

践，做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19］因此

动物雕塑写生不仅需要快，要满怀激情，更

要明白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需要强调的，

要清楚如何取舍，做出来的东西要有感染

力，能给观赏者传达美的感受。例如《狡

狐》（图9）着重抓住动物外形上那些能够

表现动物习性、情感和打动人心的、美的东

西。像狡狐的眼睛，是传神的，动作姿势是

自然的。再如《牧归》（图10）中的水牛角

若是纹路太过整齐清洁便会失去原本的美

感，因为真实的纹路是富有生活气息和生

命美的，是有经历风霜的和磨损的，这种

苍老简朴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出动物雕塑

的美。在中国古典画论中一贯都反对“谨

毛失貌”，这样的主张也同样非常适用于

动物雕塑。

结语

周轻鼎的一生几乎都奉献在了以动物雕

塑为主的研究、创作与教学之上，他不仅有

着卓绝的艺术写实功力，还具有很强的艺术

灵性与才华，其求似求神求美的艺术追求贯

穿了他动物雕塑创作的始终。虽然有着长期

的解剖等技术性的艺术练习，但却依旧主张

宁拙勿巧，认为动物雕塑不应该有过多的人

为加工痕迹或是太过拘泥于所谓的准确性，

因为这样会使作品失去动物原本天然、本真

的东西，动物雕塑的创作也需要像人一样有

生活气息，需要有那种可以打动人心的、引

人深思的、美的东西，以及诗意；自小受中

国传统艺术的熏陶，讲究以文为质饰，文质

相应。宁可质胜文，存其朴拙，不可文胜质

而陷于薄俗，动物雕塑各方面都须要收放有

度。加之深厚的书法和篆刻功底，使得周轻

鼎的雕塑作品有种苍劲朴拙之感，注重作品

外在形体轮廓与内在精神思想之间的关联以

及结合；在法国留学工作14年，其作品虽受

到了法国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坚持艺

术源于生活，但也没有一味的以客观为尊，

在所谓“科学理性”上钻牛角尖，同样重视

个性和主观感受的表达，不乏浪漫主义的诗

人情怀，因此在创作时会特别重视外在形体

美的表现，加之对动态美和生命美的把握，

使得每个观赏者谈论起他的作品时都会说他

赋予了动物雕塑作品生命是“活生生”的。

周轻鼎除了丰硕的创作成果，同时也

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艺术教育家，是我国最早

引进西方艺术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先驱之

一。在动物雕塑课的教学中注重技术与艺

术、严谨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希望学生重视

对于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研究与学习，去感

受中国传统雕塑中意境的表达、造型的韵

律，以及寓于作品之中的精神和气息。教学

中强调写生，毕竟动物雕塑和寻常人物雕塑

不同，动物不会像人一样安静地等待，这时

便需要雕塑创作者能够抓住那瞬间的姿势与

神态，并且注入作品以生命。周轻鼎勤奋的

创作以及严谨的教学，为祖国培养了许多优

秀的动物雕塑家，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

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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