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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祖口�以安德烈、莫吧斯、�划方等为代表的极少主义艺
术家终结 罗 ’一以来 以及由马约尔、布朗库 叮等为代表的

现代 义雕塑的艺术追求 此后�雕塑从架 几走向架小‘�从
室内走 室外� 卞进人 ‘一洲的社会空�小扫

既然雕塑 以完全融人社会空间中 一个新的问题就会

迅速 ’川 来— 什么是雕塑艺术的公共性日�答这个问题前
我们光 ’解 一个经典案例 自二卜只查德 ·寒拉在纽约联邦
厂‘场 创作了人巧雕塑 ‘倾斜之弧 ” 但是 这件由延伸 ’
英尺、高 英尺的钢板制作的作品后来引起了人们诸多抱怨

几它二了得 ’公众在联 书’一场的行走和破坏 ’环境 人们 冬其

称为 “‘一锈的钢铁屏障 ” 具后�在不到 年的时间里 联邝服

务总署 七收到近 �千五 ’一封要求拆除它的投诉信 年 联

邝月陡务总署举办 ’是否 、凡拆除 “倾斜之弧 ” 为期三大的听证
会�七�� 人在听 正会 几做了陈述�尽管有 人认为��一以继
续保留这件作 �但最终的投票结果仍为 �反对各碱得
胜利 员然寨抓为自己的作品进行 ’多次辩护 目得到当时

一此 片名的艺术家与批评家的支持�但这并没有发生实 贡日泊勺
改变 年 月 日�作』�还是被拆掉 这个个案 兑明 一个

玉要 越 那就是雕塑 ’公共雕朔是有区别的 按 找常理�
作为 位雕塑家�塞拉完个�丁以凭自己的个人爱好、趣味去创
作任立风格的作品 但如果将其当做城市雕恻�就必须艺虑到
雕塑的公共性问题 这 ’胜的公共陀至少应包含两个基本川素
如何 ’产刁边的环境有效结合�如何‘了观众进行构动 “倾斜之
弧 ” 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形式表达拒绝 与观众 动 它显得很冷

了莫 注然�并不是把一件雕塑放在公共空间�如广场 、公园、
小区等地方�它就能成为 件公共雕朔 而 工�在雕塑的公共
性二背后还替藏右另 一个问题 即雕塑家个人的创作意志‘公众
的接受之 门示三戊的张力关系

城门雕塑本质 几具有公共艺术的属性� 大此 公共性如

何得以体现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 的城市雕塑发轴于 世

纪剐山 代『川训� 户卜代以来 随着经济的腾 廷和城市化的快

速变迁�主渐迎来 发爬的高峰期 就八少 年代的城 雕

塑末说�大致经 ’两个阶段� 一是从纪念性雕塑 、学院写
公享中】门塑亡】现代周塑的衫式表达打进�实现 ’具象雕塑向抽

象雕塑的转变 二是从媒介走向材料 井在雕塑与装置之间

寻求一个临界点�或实现雕塑形态的装置化二虽说中国城�
雕塑取得 ’不错的成绩�但有两个核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
好的解决 ·个是城市雕塑太强调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忽略
厂观众对作品的接受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城市雕塑需要
取悦于观众�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 事实 卜�当 大量的波

普化、媚俗化、装饰化的城雕 不但没有考虑观众的审美趣

味�而且成为充斥在公共空间中的视觉垃圾。这 就涉及到

第二个问题�城市雕塑如何真 卜有效地融人公共空间中
最终�公共空间成为城市雕塑显现自身公共性的一个币

要载体 们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出现在公共空间 而 赢得 ’现
众喜爱的雕塑就是一件有公共性的城市雕塑 相反 它们有 ’
能是流行的 甚至是庸俗的 于是这就涉及城市雕卿公共性员

核心的层而�即自身所体现出的艺术与思想价值二中国今大大
部分城雕普遍是作为 ‘景点 ”而出现的�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装
饰环境 不是凸显自身的文化价值 不仅如此 作为市政建

没的组成部分�城雕不但负载着意识形态的教化作川�而日从
一开始就必须服从长官意志 行政权力的介人以及各种商业

利益�最终都会影响城市雕塑的健康发展 那么� 一件城市雕
塑又怎样才能体现自身的公共性了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
空间是文化现代性的币要标志�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引此 它

有自身的文化话语权力与独立性 正是从这个角度 卜城市雕

塑不仅要体现公共空间的独立性�还要在审美与思想层面对既
有的僵化的审美趣味与文化话语权展开批判

城市雕塑的 “文化虚热症 ”及其治疗方案
口 王嘉 博士、广东美术馆理论部主任

城市雕塑的兴盛�已经成为各地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
凡是期待游人驻足或是在有意美化环境的位置上�总能看到各
种风格的城雕 在棍牌意识已经渗透到社会各角落的今天

平而设计已很难满足视觉消费之需要 于是 城市雕塑伴随养

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应运而生 城市雕塑也迅速超越了 ‘雕
塑 ”本身的诸多意蕴�成为城市的名片、街道的脸面、单位的
招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各级官员文化政绩之体现 欣

欣向荣之余�我们发现�在某时、某地或某些特定空间�也难
免出现城市雕塑良芳不齐、鱼龙混杂的局面 那些被安排在各

种场合的不恰当的城市雕塑�与其说是各自独立的个案现象�
毋‘止说是跟快速发展的城市经济密切相关的 “文化虚热症 ”

城市雕塑感染 “文化虚热症 ”�其原因是复杂的 比

如�盲目跟风 、人有我有 、饥不择食 、缺乏创见�就是其
一 把公共雕塑跟城市建筑规划相结合�自上世纪 年代以
来曾经一度成为发展城市雕塑的重要动力 但同时也产生了

一些负面因素�简单化的 “模仿秀 ”、粗劣的制作、生搬硬套
的创意屡屡发生 城市雕塑的发展和建设�似乎成 某些机

构的 ‘例行公事 ” 如果把城市雕塑归结为 “有或没有是态度
问题�好或不好是水平问题 ” 那么�只问态度 不求水平�
客观上必然导致城市雕塑在数量激增的大好形势下 一些惨

不忍睹的拙劣雕塑也滥竿充数�忽悠了观众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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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资方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即城市雕塑话
语权的问题�也是造成‘’文化虚热症 ”的客观原因 谁出钱、
谁有权力�谁就说了算 城市雕塑成了 “工程项目 ”�在招标
和投标的过程中�资本的介入往往发挥出不可思议的魔力 资

本是艺术创作的润滑剂和发展动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创
作可以放弃应有的底线。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文化消费者需要
怎样的城市雕塑�一方面有必要倾听他们的心声�另一方面也
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审美引导�而不是审美 “误导 ”

再者�城市雕塑的功用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不少城市
雕塑承担着地理符号和文化符号的双重任务 约人见面�过
去习惯说 “ 街 号 ”。现在�门牌号已经演变成为邮局
或快递公司的专利�取而代之的是�“我在 大厦 ”、“那附
近有 雕塑 ” 基于这样的实用性�城雕的设计者或决策者
常常需要挖空心思�标新立异。在过分追求城雕的 “差异性 ”
和 “个性 ”的时候�有时就顾此失彼�忽略了城雕的艺术性与
审美特质二有些作品�并非故意要弄得那么 “丑 ”、那么 “恶
心 ”�而往往是在 “欠考虑 ”的大前提下 “弄巧成拙 ”。此外�
也有某些不合适的城雕�片面追求体形之巨大�则归因干政
绩工程前提下的某些地方官员好大喜功�另当别论

针对城市雕塑的 “文化虚热症 ”�我们有必要采取措施�
进行积极治疗。重点方案包括 中西结合�标本兼治 考

察和借鉴西方国家城市雕塑建设的优秀经验 并跟中国当下城

市建设的客观需要和现实状况结合起来�克服育目追求数量的
冒进心态�强调城雕作为公共艺术品的审美内涵和视觉质量�
力争达到城雕建设的 “好又多 ”�即又 “好 ”又 “多 ” 并且是

在 “好 ”的前提下 “多 ” 严格把好城市雕塑的 “立项 ”关�从
源头抓起。而不是等到犯了 “众怒 ”才匆忙去拆。 专家论

证�建改并举 尤其是作为城市形象的公共雕塑�广泛听取群
众意见�是治疗方案之一 认真听取专家意见�也是不可回避
的治疗方案。城市雕塑不仅是一项 “工程 ” �更是如何用艺
术作钻提升城市形象的文化课题。在这个意义上�雕塑家、理
论家乃至文化学者�都是最重要的发言人 提升品位�美化
形象 作为视觉消费的城市雕塑�承载着公共传播的社会责任
和文化使命 “流氓猪 ”、“性的写意 ”等粗俗不堪的城市雕塑
会对公众的文化审美造成误导。如何提升公共艺术品的文化
品位�用美好的形象引导生活�城市雕塑责无旁贷 弘扬传

统�展望未来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如何通过城市雕塑体
现出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艺术家和城市建设者的责任
各种风格、各种题材 、各种材料的城市雕塑作品�在当下的
“文化虚热症 ”状态下�确实有必要醒醒神、去去火�冷静地
想一想�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脉�以及如何在
弘扬传统的同时 积极开拓城市雕塑的未来发展。

城市雕塑 “阳春白雪 ”与 “下里巴人 ”之间
口 刘军平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师

随着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公共空间逐渐成为文化与民主
的交汇地�加上城建规划与商场、房地产等商业行为的推动�
“广一场热 ” 、“步行街热 ” 、“主题公园热 ” 以及 “风情线热 ”

大量出现�这样�公共空间的城市雕塑也雨后春笋般出现在
人们视线中。市民公共空间用城市雕塑艺术装扮可以达到提
升精神品位和社会美育的功能�我国在近 年的发展中出现

的如深圳 “拓荒牛 ”、兰州 “黄河母亲 ” 等作品以其独特表
现手法和地域特色的内容�精彩地提炼出了本城市的人文精
神。但是�另外一些千篇一律、缺乏内涵、主题低俗的作品
也如同视觉垃圾一样大量充斥着人们的眼球�甚至一些 “「
人阶级顶个球 ”、“宪法顶个球 ” 的作品也成为人们调侃的笑
料�更给公众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审美情绪�城市雕塑乱象的
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首先�当代城市雕塑需要大众化�但不是迎合大众二城
市雕塑是放置在公共空间具有公众性质的造型艺术�是公共
艺术中的有机部分�场域的开放度和接受的广泛度具有大众
化的审美特点。这些雕塑所处的城市空间像空气一样具有普
世性�是时时刻刻被大众参观的 “美术馆 ”�这里的作品不应
是曲高和寡的艺术�应该成为与人 门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的公
共物品 城市雕塑艺术服务的主体是民众�民众的接受、使
用、评价、判断�才能实现城市雕塑的社会终极价值�在欧
美国家某些地区的城市雕塑�通过民意听证会来决定某些城
市雕塑的选定方案�日本也在 年代就有评判城市雕塑接受

的 “仙台模式 ”�大众用互动参与来验证城雕是否符合公众物
品审美需求的合理性 但城雕在大众化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去

迎合大众�因为大众的审美修养具有良芳不齐的特点�也不
能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阶层的人去创作�城雕甚至不能仅仅成
为政府形象的塑造者�更不能夸大作品的功利性 城雕毕竟

是精英艺术家完成的作品�艺术家应该引领性地站在当代文
化艺术发展的学术前沿看待创作的品位�如果不注意提升思
想性�只停留在迎合大众的城雕就是媚俗

其次�城市雕塑具有提升公众审美和弓导高尚美育精神
的责任。艺术品一旦创作完成�公开于大众的视觉之中�就
会随之产生对公众的审美影响�优秀的作品给人以积极向
的思想鼓舞�使人产生愉悦的精神状态�相反�低俗的作品
也会给人以消极的视觉感受一作为公共艺术中的城市雕塑艺

术�在城市的一定公开场合展现�是传达艺术家的思想和精
神�比如深圳的 “拓荒牛 ” 能使公众感受到这个新兴城市开
拓创新、奋勇向前的一种活力和凝聚力�有效传达 了’潘鹤的
艺术思想。城市雕塑艺术是社会精神的载体 代表 艺术审

美和人类思想发展的风向。
再次�城市雕塑应与城市文化历史、整体公共环境空间有

机融合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市民对所在城
市的文化有着独有的亲和力和骄傲感�从对外宣传和打造城市
文化品牌来看�城市雕塑作为文化品牌也应该承担关注此地历
史文明的责任 郑州 “ 公园 ”雕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

将历史和当代有机结合了起来�通过 “ ·郑县 ”、‘、 世

纪 ·爱情寓言 ”、“ ·陌生的压道车 ” 、“ ·火车头是
个大玩具 ”、“未来 ·将要建造的片段墙 ”等不同的作品连接
起来�互动性的方式让市民了解历史�也提升了这座城市的人
文精神 这组群雕好像是一本可读的视觉历史 它带我们走进

中国第一辆蒸汽机车缓缓驶进的老郑州— 郑县站 城市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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