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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的成立和1984 年“全

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的举办为城市雕塑艺术在我国的

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了中国城市雕塑艺术新时代到

来的标志。在此之后，城市雕塑艺术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取

得了显著的成就，各地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雕塑。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雕塑与城市经济、文化

建设程度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如今，城市雕塑已经早已脱

离了雕塑艺术本身，成为了一种综合文化现象，那些在城市

的广场、公园、道路两旁等场所随处可见的各类雕塑作品，

在装点城市环境的同时，也在宣扬着城市文化，显示着城市

经济，昭示着城市精神，证验着城市发展。

然而，毕竟城市雕塑在我国仅有30年的发展历程，在面

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环境开放宽松、文化思潮活跃时，自

然会有很多的不适应，从而出现各种问题。城市雕塑的形象

概念化、题材雷同化、缺少艺术分量、缺乏地域特色等问题

凸显，直接影响了城市文化形象。因此，在当今大力发展文

化的时代背景下，总结30年来我国城市雕塑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构建对城市雕塑的价值体系，将对我国城市雕塑的

未来发展起到积极的参照作用。

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因

而在城市建设中更加注重文化的发展。鉴于城市雕塑的文化

载体功能，近几年西安提出了建设“雕塑之城”的构想，使

西安的城市雕塑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西安城市雕塑发展现状

如今游走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式各样雕塑

的影子：反映关中民俗的《八大怪》，象征中西文化交流的

《丝绸之路群雕》，代表唐代乐舞文化的《古风新韵》⋯⋯

在钢筋混凝土打造的新兴城市中，城市雕塑就像一串串散落

的音符，带给人们无尽的遐想与思考，其用无声的语言，为

我们讲述着西安城的悠久历史，展现着古城独特的文化神

韵。在城市化进程深度发展的今天，城市雕塑俨然已经成为

了城市的灵魂体现，承载着城市独特的文化历史信息。西安

的城市雕塑主要分布在两条主轴线，三条城市环线，十六个

城市功能分区，这些城市雕塑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纪念类雕塑。此类雕塑通常位于城市的重要地

段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主题，与建筑相结合，共同组成城

市地标物，如大雁塔南广场的《玄奘》雕塑。

第二类为主题性雕塑。此类雕塑一般位于古迹附近、

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结合典故传说，反映西安本土文化特

征，如寒窑遗址公园内的雕塑。

第三类为装饰类雕像。此类雕塑位于交通干线绿化带及

商业中心等地区，其作为大空间的装饰，营造自由、柔和、

人性化的都市空间，如雁塔美术街的雕塑。

据统计，西安目前的各类城市雕塑有百余件，但并不

是每件都是精品，在展现城市文化、精神，与周边环境和谐

相适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随着西安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城市雕塑作为城市空间营造和城市文化核心的象征，必

然要被附着更重要的责任。因此，面对新时期对城市建设提

出的新的发展要求，总结目前西安城市雕塑建设中出现的问

题，对未来城市建设无疑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城市雕塑建设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城市雕塑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推进来展开

的，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使得城市雕塑

如“雨后春笋”一样，瞬间遍布大街小巷。由于缺乏必要的

思想、经验、技术等方面的准备，在城市雕塑的建设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

产生了负面影响。纵观西安城市雕塑的发展，大体可以总结

为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1.雕塑与所处环境的协调性问题

城市雕塑属于环境艺术范畴，其与所处环境有着密切的

联系。这里说的环境不仅仅指自然环境，同时也包括人文环

境，即与城市雕塑相关的城市故事、历史、心理、习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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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雕塑的建设，首先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其与环境的协调问

题，然而部分城市雕塑中很多都明显忽视了这个问题，从而

使得雕塑设立的原初意义没有很好的达成，甚至在某种程度

上还引起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误解。

不同的环境空间，有着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背景，一

件成功的城市雕塑必需注重与环境的协调关系，通过与周边

环境的协调，使雕塑与环境互为组成部分，共同营造区域文

化氛围，产生出良好的文化效应。

2.雕塑的形式表现问题

城市雕塑的形式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

直接导致了近几年城市雕塑建设中出现的追求高大、材质低

劣、创意浅薄、模仿照搬、滥用传统等一系列现象。随着市

场经济因素的渗入，口号式的主题、限期的创作时间，以及

创作者个人能力的局限，使得这些现象不仅存在于西安的城

市雕塑中，而且也是中国城市雕塑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例如，2012年8月在新疆乌鲁木齐轰动一时的“飞天女神”

雕塑事件，从8月6日落成到8月17日拆除，这座被当地管理

者赞为“寓意着开放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飞天女神”

雕塑，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议，耗时两个多月、用十几吨钢

材搭建而成的城市雕塑从华丽登场到黯然落幕，看似是一件

雕塑作品的建与拆，其实反映的正是当今城市雕塑建设中形

式表现问题的集中展现。一件毫无创意、形式陈旧，只求高

大、不求质量的雕塑作品，只能悲惨地沦为政绩工程的牺牲

品。这些雕塑不仅是对资源的浪费，也给城市空间环境营造

和城市文化形象造成了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

3.雕塑建设的统筹计划性不足

城市雕塑与城市规划紧密相关，因而城市雕塑的建设

也需要有合理的统筹计划。由于这方面认识或者重视程度不

足，使得现在城市雕塑的建设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当

前很多地方在城市雕塑的建设中，往往是只要有空间，就放

置雕塑，缺少合理的统筹计划，从而造成“城市处处有雕

塑，居民感情很受伤”的局面。例如，西安雁塔美术街上的

雕塑设置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在2300米长道路两旁的绿化带

中，分布着几十座大大小小、风格各异的雕塑，这些雕塑虽

然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营造主题街区文化氛围的作用，但是

由于规划性不足及摆放的随意性，使得整条街道看上去更像

是各类雕塑的展览。因此，统筹计划是城市雕塑建设的基

础，也是城市雕塑能够更好发挥其作用的根本所在。

以上是西安城市雕塑建设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城市雕塑艺术建设普遍存在的问

题。究其问题产生之根源，让我们认识到了城市雕塑价值建

构的迫切性。

三、城市雕塑的价值建构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当你到达一个陌生的城

市时，往往会被这个城市的标志性雕塑所吸引，通过对雕塑

的感性形象和外在材料的直观体会，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

气息和精神气质。透过雕塑来认识城市，体现的便是城市雕

塑核心价值。为了能够使城市雕塑准确地、完整地传达出其

核心价值，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价值建构。

首先，在雕塑内容的选择上，要侧重能够代表地域历

史文化特色和人文精神积淀的主题。在当今城市化发展进程

中，一座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存在的关键就在于自己独特的

文化特色。如何让城市的文化特点、风土人情、特殊历史及

社会背景等元素与城市雕塑结合，提高雕塑的唯一性、独特

性以及思想深度，是城市雕塑创作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创

作城市雕塑时，雕塑家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细致的考量，避免

脱节现象的出现。                     

其次，在雕塑的位置选择上，要注重雕塑摆放位置与周

边环境的和谐。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到：“艺术家不应该

先把东西完全雕刻好，然后再考虑把它摆放在什么地方，而

是在构思时就要联系到一定的外在世界和它的空间形式和地

方部位。”即所谓的先考虑环境，再进行创作。这里环境的

考量既包括雕塑与场景的适应性，与建筑形式的关联性，也

包含了借景构成关系和心理诱导的作用。城市雕塑不是简单

的装饰，其位置的选择与雕塑的成功有着直接联系，因此在

摆放城市雕塑时，需要雕塑家对雕塑与周边环境有一个综合

考量，把优秀的作品放在合适的地方。

再次，在雕塑的建设上，需要政府的统筹规划和政策支

持。根据城市空间和区域文化营造的需要，统筹城市雕塑的

规模和特色，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和不良影响。在这方面，西

安近几年的城市雕塑发展起到了一个很好示范作用。西安早

在2002年便编制了《城市雕塑体系规划》，提出了打造“雕

塑之城”的构想，并按照规划进行了相应的建设。从目前西

安的城市雕塑现状来看，不难看出统筹规划带来的积极效

果。当然，统筹规划的背后还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从发展

观念、资金配套，到维护清理、严格控制，都需要政策上的

保障，从而使城市雕塑得以良性发展。

最后，在教育上，要重视雕塑人才的培养。城市雕塑艺

术的良性发展，最关键的还是雕塑者个人艺术修养的提高。

城市雕塑创作者除了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之外，更重要的

还要具有对文化的感知能力和对素材的挖掘能力。因此，在

专业学习过程中，要注重培养雕塑者的相应能力，以有效促

进中国城市雕塑艺术品质的持续提升。

四、结语

时至今日，城市雕塑在中国已走过了30个春秋，在取得

显著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随着国家文化强国战

略的推进，构建一条既重视雕塑与环境的自然和谐，也重视

人与雕塑情感互动的良性发展之路是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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