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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国社会学家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尤其面对我国向
小康社会的发展转型阶段，这意味着我国城市化进程需进一步加快，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中，城市文化建
设将成为小康社会发展的主体之一。 

  城市文化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总和，是不同城市人群存在的多种模式化的体现，既是动态的，又是一个有机
系统。城市雕塑作为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整体，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转型，也面临着自身发展的转
型，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转型 

  1、社会形态：温饱型——小康型 

  中国城市化整体进程的社会形态，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城市建设也由粗放型、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向
集约型、整体性、综合型发展过渡。城市综合性功能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将进一步推进大城市的规划、建设、
发展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发展的动力由工业化为主导继而转入第三产业的扩展，进而促进人们生活品质的提
升，从温饱型需要的生活方式，逐渐让位于“对生活品质的诉求”。从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关怀所关照的人文精
神的凸现，标志着小康社会的价值理念和城市化发展所依据的基本走向。 

  2、建设重点：硬件建设——软件建设 

  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雕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中期后日臻发达，这是当时国际社会从以工业化
生产为中心的城市社会生活走后工业时代转化，而引发的全球性的“城市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体现。兴起于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城市雕塑，也正是伴随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而得以迅速发展。事实表明，人类社会发展
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是一个双向互动、逻辑递进的关系。小康社会的硬件建设具备了人们物质条件的提高
后，更多关注对生活品质的重视是人们精神层面上的使然。从硬件建设转向软件建设，将加大对软件建设的发
展力度，中国城市雕塑建设仍将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热点”。 

  3、社会认知：被接纳——纳入城市发展主体 

  上世纪80年初兴起得以迅速发展的中国雕塑，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数以万计的雕塑作品如雨后春
笋般的树立于全国城乡各地，直接介入当代社会，走进人们的生活视野上至国家领导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与支
持，下至普通民众的关注和参与，中国城市雕塑已被今天的城市生活逐渐接纳。这是20年来城市雕塑以建设为
实践方式所取得最大的成就。 

  面对小康社会，城市雕塑不仅在人们的意识和重视程度上得以进一步的提升。城市雕塑对城市生活品质和
城市文化建设发展的直接作用，使城市雕塑真正纳入城市生活之中，成为改变、软化城市环境的人文景观，承
载、体现着城市的文化和精神品质。 

  4、存在价值：从可有可无——不可或缺 

  中国城市雕塑是伴随着城市化历史进程兴起和发展的产物。特定历史的阶段性既是特色又是限定，不可避
免投射到城市雕塑发展的种种现象之中。长期以来人们对城市雕塑多强调其“美化”作用，理解为锦上添花的
“画龙点睛”，以至被归属于“城市形象”的认识范畴。始终有一怪圈在城市雕塑发展中并存，如需提升城市
形象时，城市雕塑应运而起，反之城市雕塑必遭遇直接冲击。探究因人而宜，随风而动，忽高忽低的原因，其
实质是处于“温饱型”社会发展阶段，以满足物质需求为前提的“硬件建设”，显然重要于仅起到“装点”或
“美化”作用的城市雕塑。由“硬件建设”向软件建设的转型，是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递进的重要表征。
城市雕塑从可有可无的城市附庸者，将转变为城市文化的体现者。 

  城市雕塑自身价值不仅限于审美的功能。作为整个城市的人文环境要素之一，它将使环境更富人文色彩，
使区域功能指向更加鲜明，城市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尤其对文脉的梳理和资源优势的整合，是城市雕塑更宜体
现和实施而优于其他城市构成因素的突显之处。甚至成为推进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增长点。 



  5、职能意义：美化作用——文化载体 

  一座优秀的城市雕塑作品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的标识，成为一个城市的象征。20多年来，确有为数不多的优
秀城市雕塑作品成为城市标志性作品，但绝大多数原为城标性的作品未取得预期的成效。急于求成，或者为价
值利益所驱动，使城雕与城市形象直接挂钩，与美化城市的职能挂钩，但却与城市文化保持较大的距离，甚至
脱钩。实际上，城市雕塑不仅是一种城市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城市文化工程。城市雕塑的职能属性更应强调文
化功能。每一个城市都有自身的文化优势，形成自身的地域特征即城市个性。城市雕塑的内涵和典型形象，凝
聚着人文的精神与价值。因突显人文而使城市有了个性的差异，因彰显文化而使城市有了归属和昭示的力量。 

  人们居住在城市里，每日每时都亲身体验着这座城市的成长和发展。城市雕塑鲜明而具体的负载着这个城
市的历史传说和情感追忆，使城市的生命和精神在空间与时间中的显现。城市雕塑的结构、布局、形象、风格
和神韵，将城市功能和景观美学融为一体，从城市文化的意义上，承载着对城市生活品质的提升、城市环境软
化和城市文化发展与城市文明的积淀，构成其发展内涵新的特质。 

  二、中国城市雕塑的走向 

  1、建设主体：自发性——计划性 

  随着人们对城市雕塑研究、探索的深入，日益认识到城市雕塑与所在城市环境、文化发展的整体关系，认
为城市雕塑纳入规划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城市雕塑只有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去，才能真正健康、有序
地发展。规划、建设、管理三位一体，是保证城市雕塑建设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机制。 

  相比城市雕塑建设力度和发展规模，城市雕塑的规划和管理显然滞后于建设的环节。由此产生的盲目性和
无序性，一直成为城市雕塑建设自身发展的结绊。随着城市化发展大系统的多方面、多因素的启动，和物质文
化、精神文化的互动发展，城市雕塑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更要走在前面。可以预料，小康社会的城市雕塑将
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而且是规划与管理亟待加强，突出有计划、有步骤的秩序发展。从而彻底改变盲目性的城
市雕塑建设，杜绝“建了拆，拆了建”的恶性循环这一不良模式。 

  2、发展模式：粗放式——集约式 

  城市雕塑的建设主体和机制确立，使小康社会的城市雕塑的发展不再是跳跃式的、或者无序式的，是有机
的在整个城市大环境的综合系统中协调发展的模式。城市雕塑只有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之中，才能参照总规的目
标来定性、定量来实施城市雕塑的建设，与整个城市形成互动发展。城市雕塑是一项涉及城市文化建设的文化
工程，不仅需要好的规划、好的作品，更需要稳定的资金投入和科学合理的运作方式，保证城市雕塑建设的可
持续性发展。城市雕塑是一项长线工程，需要日积月累、长期运作的意识，并将作为整个城市化发展的一部分
进行科学的统筹。相比之下，仅靠政府投资或社会集资进行城市雕塑建设，显然不如国外采取的公共艺术百分
比基金运作的方式更具合理性和持效性。根据中国特色，参照国外经验，运用科学发展观，建立一套行之有效
的程序化运作模式，对中国城市雕塑在小康社会里的顺利发展，同样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系统工程。 

  3、艺术范畴：空间艺术——环境艺术 

  城市雕塑以物化的方式存在于城市生活的空间。在城市雕塑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清晰可见其主导的观念
嬗变和城市雕塑模式的演进。80年代早期主要从架上雕塑导入城市雕塑，比较注重雕塑的造型和“美化”的作
用，90年代以后“公共艺术”概念的引入，从参与性和互动性的方式上，扩大了城市雕塑多重语意和社会内
涵，赋予其对特定空间环境更多因素的把握，以期有效建立一种有序、协调的空间关系和环境效果。 

  应当指出的是“公共艺术”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60、70年代，它是从西方引进的“文化范本”。其进步性
意义在于，公共艺术的概念为雕塑介入城市空间给予了一个“合法”的身份，并在管理、运作、资金等诸多方
面较为妥善地形成了一套机制。为我国城市雕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互为参照的文本。然而公共意识的凸现对受
众审美的尊重和特定空间环境的限定性，多左右感知和认知所对应一定的空间范畴来体现雕塑价值。使城市雕
塑在一定程度和层面失去了更大环境范畴内的文化背景和城市文脉的联接。城市雕塑的终极价值，不仅符合特
定空间的需求，更应吻合城市的文脉和发展走向，才能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具传承意义。因此，使城市雕
塑从雕塑本体的造型艺术范畴、空间艺术范畴，走向环境艺术范畴，突破了“公共艺术”的框架，进入到城市
文化这一更大的“平台”。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领域，城市雕塑获得新的拓展。 

  4、创作因素：专业技能——综合技能 

  环境艺术观念的确立，促进人们更深层地意识到，城市雕塑作为整体环境中最富人性化的要素，是不可或
缺的。具有审美多元、功能多元的综合性样式的城市雕塑即（1）景观雕塑；(2)特定性环境雕塑代表着城市雕
塑发展新的亮点。仅仅依靠一种专业技能来体现城市雕塑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能力的综合、知识的综合、环
境的综合，为城市雕塑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增长支点，而综合的知识结构、不同学科的交叉与深厚的专业素养



同样，已成为雕塑家必备的素质。艺术实践表明，材料是雕塑体现方式及表现语言的重要介质。介于的改变将
直接关系雕塑样式的改观。数字时代的高科技发展，为雕塑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的介质，驱动雕塑家们的关切
与潜心研究。正如20世纪40年代以后成熟的活动雕塑一样，雕塑家曾运用机械、风力、光电，磁性等技术手
段，极大改变了雕塑的传统模式。艺术家通过新的综合技能的把握，利用新的介质创造的城市雕塑，将会为我
国城市生活和环境空间带来更新、更美的变化。 

  5、职业角色：由介入者——创造者 

  城市雕塑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涉及主题的确立、材料的选取、形式的表现等因素，更应重视和强调传承
城市文脉，彰显城市的个性。艺术家创作城市雕塑在注重美育功能之外，更要强化文化功能的重要性。 

  城市的个性源于城市文脉的积淀，城市文化则正是城市个性的价值显现。富有个性的城市雕塑，才能体现
一个城市的风采和与众不同的面貌。然而个性的创造既是雕塑家个人气质、禀性的外化，更是雕塑家贴近城市
文脉精神体验深刻反映。城市雕塑是一种艺术创作，正如一个城市经历沧桑，在不断的选择中积淀、传承，形
成独特的城市个性一样，雕塑家能动的把握和强烈的创造意识，使雕塑深深注入城市气息，成为城市精神与个
性的物化载体。由此说，雕塑家不仅是城市文化的介入者，更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创造者。雕塑家创作的雕塑作
品一旦被城市所共识和接纳，即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而融入城市的文化传承。因其赋予了和时代的特征，又
为传承带来新的活力。 

  结语 

  城市雕塑作为城市文化是小康社会的建设发展中，基于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提高后产生的一种综合文化
现象的必然体现。在经济、科技、文化飞速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日益提高的今天，如何进行城
市雕塑建设新的转型，并使这一转型契合小康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更是中国城市雕塑发
展的历史性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