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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冬冬

这场展览包含了两个特征，一个是讨论

时间，另一个是讨论回忆，当然时间和回忆

需要和具体的空间结合，和我们生活的世界

结合在一起。回忆是从当下时刻，主动返回

到过去的一种状态，它跟记忆的最大区别就

是，它有主动性，记忆更多地像一种知识，

一种书本当中的历史和记录，它可能和当下

是没有关系的……

李新颖

在中国当代雕塑的发展历程中，可以

将2000年作为一个分水岭。前一个阶段的

基本特征是完成了雕塑语言的当代转型，并

且积极融入到当代文化的情景。2000年以

来，在新的艺术思潮与创作观念的不断更迭

下，雕塑的边界不断向外拓展，呈现出“泛

雕塑”“去雕塑”化的特征……

左起 ： 蒲英玮，《绿色星球 ：人类全景》，布面油画、丙烯、纸本拼贴、喷漆、油漆笔、马克笔、透明水色、水彩、邮

票、石墨、木刻版画、色粉、油画棒、丝网印刷 600 × 300 cm（总尺寸） 200 × 150 cm（每张，共六张），2021—2022

徐渠，《奇迹》（5 件）： 《奇迹武器》，黑色橡胶，钢丝 140 × 140 × 20 cm，2018

  《旅行号》 ，黑色橡胶、钢丝，160 × 40 × 20 cm  

《洞察号》，黑色橡胶、钢丝 160 × 60 × 20 cm，2018  

《旅行者一号》，黑色橡胶、钢丝，160 × 60 × 20 cm ，2018  

《天宫一号》，黑色橡胶、钢丝，160 × 40 × 20 cm ，2021  

摄影 ：刘相利 © 和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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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雕塑的发展历程中，可以

将2000年作为一个分水岭。前一个阶段的

基本特征是完成了雕塑语言的当代转型，并

且积极融入到当代文化的情景。2000年以

来，在新的艺术思潮与创作观念的不断更迭

下，雕塑的边界不断向外拓展，呈现出“泛

雕塑”“去雕塑”化的特征。近年来，艺术

家、批评家及理论家们围绕“何为雕塑”的

问题曾展开过多次探讨。同时，随着以艺术

学院为主体的艺术类奖项和青年艺术家扶持

计划的持续推动，例如“明天雕塑奖”“曾

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罗中立奖学金”

等，青年雕塑家的创作为当代雕塑的创作现

场注入了活力。就总体而言，近年来，中国

当代雕塑在艺术创作、理论建构及批评策展

等方面面临着新的语境和新的挑战。“中国

当代雕塑的方位”学术论坛邀请了18位中国

当代雕塑领域中重要的艺术家、批评家等，

围绕批评与理论、传统与当代性、创作与观

念、边界与拓展，以主题发言及自由交流讨

论的形式展开。

一、创作状态与观念转向

中国当代雕塑走过40多年的发展历

程，不仅完成了雕塑语言的现代化转化，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青年雕塑家的崛起，雕塑原

本所固有的边界被打破，雕塑的创作手法也

更呈现出跨界、个人化的现象，面对这样的

创作状态和语境，与会嘉宾从个体的创作实

践和创作经验对当下雕塑的创作状态及观念

做出了深入的分享与剖析。

（一）传统与当代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雕塑的发展

就面对着传统与当代、西方与东方的问题。

譬如，80年代中期，一部分艺术家向西方

现代与后现代艺术学习，借此完成语言的现

代转型。但另一部分雕塑家则主张回到传

统，按照雕塑的本土逻辑与民族化道路走向

当代。事实上，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传

统与当代既相互砥砺，也相互交融，它们所

形成的张力也为当代雕塑的创作赋予了不同

的语言与文化质感。特别是最近几年，当代

雕塑如何面对传统，如何构建本土的、现代

的、文化身份的叙事成为了雕塑界尤为关切

的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张伟教授在题

为《以器形道——简析中国传统雕塑（雕塑

家）的造型观》中首先阐释了中国传统雕塑

的制作立场和解读方式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

异。在中国传统雕塑的创作中其具有一个较

为完备的匠作系统，而在西方的创作中，

雕塑是雕塑家个体的艺术创作。在造型观

上，西方雕塑的造型标准是人物，而中国

传统雕塑的造型标准是器物。他表示，目

前中国当代雕塑的教育与传统雕塑呈现为

割裂状态，他说到解决这类问题的最佳人

选不是观众、考古学者或艺术评论家，而

是雕塑家。雕塑家不能失语，更要做到在

传承中更新，在更新中创新，构建明天的

传统，才能更进一步激发中国当代雕塑既

不完全依赖于西方的创作逻辑，又能立足

于中国雕塑的上下文关系。

天津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谭勋教授以

当代雕塑的路径与新面向——首届“中国当代雕塑的方位”学术论
坛综述
The Path and New 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Sculpture——The Summary of the First Academic 

Forum on "Th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culpture"

李新颖　Li Xinying

摘要 ：近年来，伴随中国当代艺术语境发生的

变化与当代雕塑呈现出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更年

轻一代雕塑家的崛起，当代雕塑不仅呈现出跨学科、

跨媒介的特征，其创作路径、艺术观念、展示形态

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四川美术学院

美术馆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主办了首届“中国当

代雕塑的方位”学术论坛，本次论坛聚焦于中国当

代雕塑的创作实践现场及理论批评状态，着重讨论

中国当代雕塑的发展路径与未来面向。

关键词 ：中国当代雕塑，发展方位，创作方法

论，理论建构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culpture, especially the ris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sculptors, contemporary sculpture presents the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media characteristics , and its creative path , artistic concept, and displaying form 

have also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this background, the Art Museum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hosted the 1st academic forum of “Th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culpture” on December 10, 2021. This seminar focuses on the creation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sculpture and the state of theoretical criticism, emphasiz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futur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culpture. 

Keywords: Chinese contemporary sculptur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creative 

methodolog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1. 卢征远 ，《固体的液体》，彩色水晶玻璃、金属丝，尺寸可变，2021-2022

2. 唐勇， 《建造者》，钢管、电线、灯泡、机械互动设备、塑胶人物头像，650×550×1050cm，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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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创作路径为例，探讨了传统如何与当

代问题链接与架构的方法。他分享在其艺术

创作中存在两个转折点，创作方法分别就传

统文化符号和传统美学精神两个方面切入。

一是在2008年，开启了“李明庄计划”，

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当代演绎，将中

国传统器物与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符号做以连

接和建构，从雕塑形式、雕塑语言及雕塑精

神，开始置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形式。另

一个转折点是2012年，在个人此前的创作

方法路径中，又加入了对生命、现实和人生

价值的关注，同时延续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研究，更深入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如

何与现代社会文化构建关系。      

（二）形式与观念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西

方现当代雕塑的创作观念传入中国，中国当

代雕塑的发展掀起了一股雕塑语言更新和主

体性自觉的发展趋势，开始摆脱雕塑工具论

的桎梏，不断探索和构建雕塑语言的现代性

和当代性，由于面对中国自身的艺术语境，

以及对于前卫性身份建构的焦虑，中国当代

雕塑家在艺术创作中开始强调“去纪念碑

式”“形式革命”和“观念化”的表达。随

着现代社会的发展，2010年后的雕塑在此

基础上呈现出新的形式与观念的变化。

首先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雕塑家隋

建国为代表，强调当下雕塑创作与科技的紧

密结合。其在题为《虚空现形——肉身成道

与时代技术》的发言中，隋建国以个人创作

方法为例，从2008年以来，其创作的“盲

人肖像系列”一方面聚焦于对身体的运用形

成的“虚空”表达，另一方面开始运用3D

扫描打印技术对捏握原型进行高清扫描，并

将“那块虚空”转化成数字文件储存起来，

然后再经过光敏树脂材料放大打印。3D技

术的运用和出现，不仅为雕塑的创作提供了

全新的创作手法，同时在观念上出现了新的

表达。隋教授强调，通过3D技术的放大打

印，才最终将“那个空”以我们的视觉可以

把握的尺度呈现出来，并且携带着它自己形

成时的全部细节作为自己的“出生证明”。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卢征远以《雕塑的

感念》为题，提出了当代雕塑目前呈现出强

烈的剧场化倾向。在发言中，他认为在当代

雕塑中存在一种“感念”，具有感念的雕塑

有别于传统雕塑，艺术家开始以雕塑作为中

间媒介与观众、空间和时间建立联系，形成

一种去中心化、根茎式的形态，当雕塑具有

感念时或者说从“个体雕塑”开始转变为一

种“关系雕塑”时，他更进一步强调雕塑艺

术相较于其他艺术形式更能激发观众当下的

身体体验，通过塑造人们的身体感受，开启

某种未触达的心智。

湖北美术馆馆长、评论家冀少峰简明

扼要地提出了一个美术史的重要转向：雕塑

开始由图像转向发展到生态转向。这一转向

体现为越来越强调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

思考，越来越多的雕塑艺术被放到自然环境

中，更进一步揭示了现代性过程中人的困

境。他以两届“东湖国际生态雕塑双年展”

为例，不仅旗帜鲜明地打出生态牌，并对于

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系列思考，此种趋势

不仅发挥雕塑自身的审美特性，更进一步借

用雕塑打造与生态的共融，共建与共享。

批评家刘礼宾对21新世纪以来中国青

年雕塑创作现象进行了分析。21世纪以来的

青年雕塑家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特点。

第一，这些雕塑作品装置化倾向明显。第

二，关注“物性”问题的雕塑大量出现。第

三，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例如机械装置、影

像剪辑、光效应艺术、3D打印技术、数码

雕刻等技术与雕塑创作密切结合。第四，雕

塑创作“民族化倾向”彰显。第五，雕塑作

品材质的拓展，出现着色木雕、金属焊接雕

塑、等多种形制。

除此之外，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

副院长、评论家尹丹展开了对雕塑语言的探

讨。他以埃森曼在其博士论文中描绘的经过

精密计算的正负体量为出发点，联想到中国

当代雕塑创作中唐勇、谭勋等积极对空间进

行思考与回应的艺术家。对于空间语法进行

思考的雕塑具有很强的前卫性，同时或隐或

显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无哲学及正负

体量的趣味。

（三）边界与拓展

发展到今天，雕塑这种传统的艺术形态

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功能上均发生了巨大的

改变，雕塑的定义与雕塑的边界也不断地被

挑战，从而走向更加宽广，也更具有包容性

的状态。

批评家吕澎从“雕塑”词源及艺术史上

下文的角度论述了在今天语境中“雕塑”这

一概念的包容性。他提到在西方的语境中，

意大利语中“雕刻”（scultoreo）是以极

其尖锐的工具刻东西的含义，而后这个词转

换为“雕塑家”“雕刻家”。而在中国的文

化体系中，“刻”主要是指石刻，或者是泥

塑。通过词源以及对现代主义之前的雕塑艺

术的理解，“雕塑”这个词是无法涵盖今天

雕塑所包容的跨媒介的多种艺术形式的。他

强调在艺术史的写作当中，一个词频繁被使

用时，应该保持警惕，应当研究这个词在特

定语境当中的作用，需要不断地通过写作来

廓清艺术问题，从而对艺术史的表述越来越

完善。

四川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杨琴在题为

《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探索：中国当代雕塑的

反身性实践》提出在今天“雕塑可能是什

么”的问题比“雕塑是什么”更加重要，因

为在中国当代雕塑的创作中形成了双重的探

索，一方面在材料、观念、技术上进行了不

同层面上的丰富与延展，同时雕塑作为一种

行为开始介入现实生活。四川美术学院实验

艺术学院副院长唐勇参考个人创作实践的路

径提出传统写实语言为目的的雕塑实践，其

审美在当下已经失效，在当代社会的文化诉

求下，雕塑的边界不断被突破。开始与新材

料、新媒介对雕塑固有的形体、空间进行了

延伸和延展，当代的雕塑被赋予了实践性与

过程性，开始在过程中建立与身体的多元互

动与对话。

另一方面，雕塑不再局限于室内空间

和纯粹的视觉审美，开始走向了公共空间和

社会现场，并进一步介入与改变公共空间，

与社会文化相关联。雕塑开始从实体空间占

有的雕塑扩展到现成品的雕塑乃至到社会雕

塑及泛雕塑的状态，雕塑开始失去了原有的

规定性，寻求对社会和生活的积极介入。中

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缑梦媛在题为《社会

的雕塑：乡土社会与嵌入期间的新村民》的

发言中提出，当下艺术家作为新村民与老村

民共同生活的乡村正在构建一种新的社会

的雕塑。“社会的雕塑”的形成，一方面

产生了新的审美价值，更折射出雕塑与多

层次社会问题的关联和思考。缑梦媛表示

“生在乡土空间的社会的雕塑，是多重合

力的结果，其中包含着国家对乡土社会自

上而下的应对，显示出城乡间部分人才的

最新流动情况，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个体对

生活方式的主动选择。”所以“社会的雕

塑”不再是纯粹审美的象征，其背后具有强

烈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思考，对乡村的文化建

设与改造具有直接意义。

二、理论建构与批评方法

随着中国当代雕塑的创作日益形成自我

的语言逻辑和文化态度，但在雕塑理论的建

构和艺术批评，尤其是当代雕塑史的书写，

构建当代雕塑的价值尺度与艺术标准问题等

方面仍面临诸多困境。

其一，就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的发展逻

辑与艺术史上下文方面，四川美术学院美术

馆馆长何桂彦教授在题为《中国当代雕塑的

艺术史情景与发展逻辑》中表示，中国当

代雕塑从一开始就面对两个参照系，一个是

本土的，一个是西方的。它们既不是简单的

平行，也不是表象上的交织，其常态表现为

“错位”中的结合。正是中西文化与艺术史

语境的“错位”，中国当代雕塑的“当代

性”可以同时包含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

代性的因子。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雕塑完

成了线性的发展，也实现了语言学的转向，

既有的边界也不断拓展，同时，对时间、场

域、过程乃至身份政治、地域文化等新的问

题关注，丰富了当代雕塑的形态与文化内

涵。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教授

在题为《中国当代雕塑的趋势与理论模型》

的发言中，基于全球化的理论框架，把中国

和西方雕塑的发展参照系以及规律抽取出

来，认为中国雕塑的当代方位必然与全球雕

塑的变革与推进状态有关，全球现代雕塑发

展百年以来，不断围绕“何为雕塑”“反雕

塑”“非雕塑”等概念的探索展开，更进一

步说明了雕塑概念的重构和扩展。

其次，以雕塑理论的研究视角揭示了雕

塑发展的内部逻辑与外部阐释。河北大学艺

术学院副教授、评论家王志亮在题为《当代

雕塑与他者》的发言中，以艺术家隋建国的

个案和“羊磴计划”为例，说明了近十年以

来，中国当代雕塑的发展存在两个截然相反

的倾向，一个是雕塑成为艺术家主体肉身存

在的象征与印记，另一方面，雕塑开始让渡

主体性，开始加入参与者主体意识。两种倾

向共同面对现实中的他者问题，只是行动策

略不同。批评家孙振华以《雕塑的物性和

神性及当代嬗变》为题，对当代雕塑的源

头进行了追溯。雕塑的物性与神性，这两

者一直贯穿在雕塑艺术的发展中，他强调

雕塑的神性是源于神学的目的，而后发展

到古希腊时期，神性指代着一种普遍性的

精神力量，进入到现代世俗社会，神性开

始逐渐泯灭，当代雕塑开始走向世俗与日

常，走向了大众美学。

最后，以数字雕塑为依托，以新美学

和数字美学为视角，构建新语态下的雕塑面

向。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理论博士符周阳分

享了基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而产生的

“新美学”，她提到在当代艺术的视野中，

数字时代的“新美学”研究可以从三个层面

展开：一是肯定“技术转向”的趋势，从本

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重新界定数字时代的美

学追求和美学的特征；二是在媒介理论和视

觉文化研究的视野中对数字技术的运用、传

播进行分析；三是在资本体制和展览体制中

对“数字艺术”概念的兴起、泛滥进行考

察。通过这三个层面的分析，重新思考数字

时代中当代雕塑之于社会、文化、技术的意

义所在。四川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杨晶以当

下火热的虚拟现实VR为引，揭示了当代雕

塑的双重面向，当代雕塑的审美感知通道既

有虚拟的层面，同时也有现实的层面。他建

议不妨将V和R分开来看，虚拟满足理想，

现实满足欲望。并且，虚拟的猜想需要现实

的反驳。

在理论方法的建构中尤为重要的是，

敢于突破此前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模式，以新

的角度对于雕塑史进行重新的叙事与书写，

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焦兴涛教授在题为《霍

去病墓前石雕：“追认”与雕塑的当代性》

的发言中，对经典的汉造像《霍去病墓群石

雕》进行了个案分析，在论述中拒绝用形式

主义及美学风格审美的立场去分析《霍去病

墓群石雕》，排除了美学风格上肃穆浑厚，

以线入形的审美惯性，而更进一步以考古

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角，追认

霍去病石雕风格与时间极为相近的秦始皇兵

马俑形成迥异风格的成因与来源，弥补了仅

从风格视角研究的缺陷。

以首届“中国当代雕塑的方位”学术论

坛为契机的讨论，不仅在雕塑艺术创作方面

勾勒了近年雕塑的创作状态，同时在如何建

构中国当代雕塑史的写作及批评方法论的方

面做出了重要的讨论。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

在中国当代雕塑边界日益宽广的语态下，及

时对雕塑的发展逻辑和文化诉求重新进行思

考，从而为中国当代雕塑的发展提供学理及

本土语境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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