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以开放、创新、跨界为关键词的《明天雕塑

奖》到2019年已成功举办七届，从近年来入选、获奖的

艺术家创作面貌来看，当代青年雕塑家在创作中显露出

拒绝崇高、拒绝宏大叙事的“超低空飞行”状态。本文

从雕塑的概念、雕塑家的身份、雕塑的材料、雕塑的主

题、雕塑中的技术以及青年雕塑家创作中的形式特征等

6个方面，对今天雕塑正在发生的新面貌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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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morrow Sculpture Award was successfully held seven times by 2019, 

based on openness, innovation and boundary crossing. From the creative features of the 

selected and award-winning artists in recent year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contemporary 

young sculptors show a state of “ultra-low altitude flight” in their creations, which 

refuses the sublime and grand narrative. This article is about to discuss the new look 

of sculpture today, from sculpture’s concept, materials, themes, techniques, sculptors’ 

identity and the formal featur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young sculp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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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雕塑”和雕塑的明天
“Tomorrow Sculpture” and Sculpture’s Tomorrow

孙振华  Sun Zhenhua

以“寻找明天的雕塑”为旨归的“明天

雕塑奖”至2019年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从

2018开始，明天雕塑奖的终评和颁奖典礼增

加了艺术新星演讲秀的环节，入围艺术家面

对在场观众和网络直播平台，讲述自己的作

品和创作过程，这样，可以更加综合、立体

地呈现青年雕塑家的创作理念，也为我们探

寻雕塑的明天提供了更为丰富、具体的一手

资料。

那么，2019年明天雕塑奖入围作品展

和艺术新星演讲秀为我们展现了一种什么样

的未来趋势呢？

第一，从本次“明天雕塑奖”的入围

作品展和青年雕塑家的演讲，预示着明天

的雕塑将呈现出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不可

定义趋势。

本次“明天雕塑”有20位青年艺术家

的28件作品参加了展览，其中，动态装置4

件、综合材料装置13件、3D打印作品2件、

新媒体录像作品2件，只有1位非雕塑专业出

身的艺术家展出了5件接近传统雕塑形态的

作品。

在艺术新星演讲秀现场，每位入围作

者按说都应该回答组委会规定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雕塑？”结果，大多数的演讲者都

闪烁其词，不愿意正面回答；只有3位演讲

者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他们的回答也极其宽

泛，宽泛到可有可无。因为他们给出的这种

极其抽象和简约的回答几乎可以解释一切立

体的东西，可以解释建筑，也可以解释包括

家具和日常物品在内的一切物品，所以，等

于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回答。

这种情况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今天

当我们说到雕塑的时候，越来越背离我们过

去关于雕塑的经验，它离传统意义的雕塑越

来越远。这种趋向无疑带有某种预示性：未

来的雕塑将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综合性的、时

空交织的、多种媒介混合运用的特征。

其次，明天雕塑奖演讲秀中表现出来的

对雕塑定义的回避，还说明了定义雕塑本体

论的危机。

在雕塑界，一直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维

护雕塑本体的声音，他们始终认为，雕塑有

自己不可动摇的本体，是这个雕塑本体决定

了什么是雕塑。

雕塑的本体是什么呢？大多数雕塑本体

论维护者的看法是，雕塑本体就是雕塑的材

料、形体、空间。然而，从“明天雕塑奖”

的入围作品以及作者演讲中可以看到，这个

本体论的解释已经远离了今天雕塑的现实，

至少，它与明天雕塑奖所代表的未来趋势形

成了较远的距离。在今天，尽管从事材料、

形体、空间的探索的雕塑家不乏其人，但

是，从未来趋势看，明天的雕塑将离所谓的

雕塑本体越来越远。

第二，从明天雕塑奖入围作品的创作者

来看，未来雕塑家的身份将越来越模糊，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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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的跨界创作将成为普遍趋势，未来雕塑家

的身份需要不断界定和改写，雕塑家将被雕

塑+所取代。

从本次展览可以看出，跨界的“雕塑

家”越来越多，跨界创作越来越频繁，也

就是说，在“明天雕塑奖”入围作品中，许

多并不是学雕塑的人参与到雕塑创作中了。

他们中有学服装设计的、学数码艺术的、学

计算机编程的、学油画的……也就是说，雕

塑的“出身”对他们而言变得不是那么重

要。“明天雕塑奖”中唯一一个基本保留

了传统雕塑形态的作者，反而是服装设计

专业毕业的。

曾经有一个说法，一个人如果学过雕

塑，受过雕塑的训练，他就拥有了雕塑家的

眼光和思维方式，这将影响和伴随他终生。

这种说法值得怀疑，一个人学了5年或者4年

雕塑，怎么就一辈子摆脱不了雕塑了呢？更

重要的是反过来问，一个人如果没有进过雕

塑系，这辈子怎么就不可能具备雕塑家的眼

光和思维了呢？这种所谓眼光和思维永远只

能专属于雕塑系出身的那些人吗？

透过“明天雕塑奖”，可以看出这种趋

势，未来的雕塑家身份只会越来越开放，对

雕塑创作画地为牢将越来越困难，机械地界

定雕塑家的身份很难再找到足够的理由。相

反，未来的雕塑家会变成雕塑+，雕塑创作

不再囿于创作者的“身份”，而是依据他的

实际工作和他的创造性，这才是“明天雕塑

奖”所预示的明天的雕塑趋向。

第三，对材料的再思考。

如何看待雕塑材料？“明天雕塑奖”

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思考角度，在某种程度

上，它是对近些年流行的关于材料观念的一

种颠覆。

从1979年以来，材料问题成为雕塑界

的“显学”，它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对当代

雕塑的推动作用毋庸质疑。2000年以后，

随着新一代雕塑家的成长，以及他们对材

料 的 重 新 关 注 以 及 在 材 料 创 作 中 的 新 进

展，使材料问题、物和物性的问题成为雕

塑界的焦点之一。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年似乎形成了

一种关于材料的拜物教，许多人甚至认为，

雕塑家是干什么的？就是研究材料的；也有

人认为自己作为雕塑家，这辈子的工作就是

研究材料。  

然而，从“明天雕塑奖”中，我们可

以看到，雕塑的材料问题在今天需要重新

思考。因为雕塑创作中各种材料运用的广泛

性已经成为雕塑界的基本共识；现在的问题

是，如何以材料为媒介，呈现更丰富的意

义，而不是本末倒置。

从“明天雕塑奖”的入围的具体作品为

人们颠覆材料的拜物教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大奖的获得者褚秉超的《石还山》是在研究

石头吗？金恩的《普鲁斯特的结》是在研

究爆米花吗？王凯的《余温》是在研究垃圾

吗？方剑的《生命中的每一天》中一部分作

品是在研究木屑吗？林仪的《游戏的场域》

是在研究橡皮筋吗？20万小组的《公园计

划》是在研究城市拆迁遗留的废弃物吗？张

移北的《卧读、囚徒、情人域间谍》是在研

究老旧的金属工业物件吗？张增增的《转

运》是在研究转椅吗……

雕塑家不是物质材料的研究者，雕塑

家之所以研究材料、研究物和物性是为了

挖掘材料和物背后的人文属性，他研究的是

材料和其他事物之间关系，例如材料和人的

关系，材料和历史的关系、材料和社会的关

系。一个雕塑家不可能也不具备一个材料科

学家那样能力，能够研究材料的自然的、物

理的属性。

从根本上说，材料对雕塑而言，不过是

一种手段，是一种媒介。如果把材料、物当

作雕塑的目的，就只能说明，当雕塑找不到

方向的时候，才会祭起唯材料的大旗，将材

料本身作为目的和方向。

在本次“明天雕塑奖”作品的展览中，

似乎可以感觉到一种未来的“去材料化”的

倾向。当然，这种倾向绝不是不重视材料，

也不是艺术家应该放弃对于材料的敏感和

依赖，恰恰相反，它需要雕塑家恰当地、

合理地运用材料，把材料放在一个适当的

位置上。

第四，从明天雕塑奖的入围作品中可以

看出这样的倾向，雕塑家个人的想法、个人

经验、个人的生活际遇在创作中占据着重要

的位置。

雕塑家的创作当然应该反映它的时代，

但这种反映是从个人的角度，从个人化的立

场出发的。在明天雕塑作品中，几乎所有的

作品都具有这样的特质：非常贴近艺术家个

人的生活、个人的记忆；作品通向个人走

向时代，走向社会。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

在青年一代中产生共鸣，就因为观赏者把

作者个人生活和记忆转换成为了集体的生

活和记忆。

比如曾庆强的床单；金恩（韩国）的爆

米花；林仪的橡皮筋；李树淡在演讲中谈到

的用个人的头发做的门神；易超的拆迁废弃

物，都跟个人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前面说

过，从材料的角度讲，这些东西出现在作

品中，并不是在研究这些东西本身，而是

以这些物件作为媒介，通向一个特定的时

代，特定的空间和时间，通向一类人群的

共同记忆。

第五，当代科学、技术手段全面渗透或

介入到了今天的雕塑创作中。

这一点在本次“明天雕塑奖”上体现得

非常充分。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曾庆强的机械

装置，田晓磊的3D作品，许毅博通过打印

所实现的转换，还有陈俊恺通过投影和声音

呈现的《一天》，方剑的声音装置，还有赵

焯的电子感应作品，金海仁（韩国）的计算

机投影，张增增的动态旋转的作品等等，这

些作品都运用了科技手段，使雕塑在物质形

态、空间存在、时间特性、运动方式方面和

传统的雕塑方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一种

潮流，可以预料，明天的雕塑中一定会看到

更多科技手段的运用，未来更前沿的人工智

能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也一定会在雕塑创作

中出现。

第六，从修辞学的意义来看，本次明天

雕塑展还呈现出了青年雕塑家在创作中所具

有的一些具有共同性的修辞特点。

首先是重复：物品的重复，行为的重

复，排列方式的重复。

物品的重复有：《普鲁斯特的结》中

的编织物和爆米花、《余温》中废弃物品、

《水》中的容器、《一天》中的窗格、《转

运》中的椅子。

行为的重复有：《石还山》中的搬运石

头、《七府环屏之夜火》中的种植、《游戏

场域》中的编织橡皮筋。

排列方式的重复有：《重复》中的电脑

图案、《紧张关系》中压力装置、《集异记

杂货铺》中的货架、《公园计划》中的拆迁

废品的排列。

其次是混杂，在“明天雕塑奖”的参展

作品中，很少看到单一材料，几乎没有单

一的色彩，所以作品都处于一种混杂的状

况中。

再次是作品场域边界的模糊所产生的作

品和观众之间互动。大部分参展作品没有确

定不变的边界，让作品呈现出一种观众可以

自由进入和近距离的接触和互动的状态。

最后还有一个从修辞或风格意义上来

讲的特点，就是这些作品的超低空飞行的姿

态。之所以叫超低空飞行，就是这些青年艺

术家拒绝崇高，不进行宏大叙事，更关注日

常生活，他们的作品一般都是从一些细微的

方面入手，而不是采用高大上的语言方式。

“明天雕塑奖”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雕塑

的现状，更重要的，它预示了雕塑的明天，

明天雕塑的这种对未来的启示性和前瞻性或

许就是它最重要的价值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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