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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雕塑的发端，肇始于十九世纪末。当时，随着清朝后期国门渐开，随着中国现代史上首批留美少
年的负笈求学，随着西学东渐的国风之变，文坛学界一代新风乍起。身抱艺术之志而远涉欧美的学子也渐次加
入振兴中国艺术事业的行列，先后有大批人员求学于西洋雕塑学科。时至二十世纪前叶，他们将所学之技带回
国内，在国势衰微、战局混乱中，尽其所能地为政治领袖、为民族俊杰、为普通大众……塑造出了与中华传统
手法相异的雕像。他们使国人看到了以“西洋派”手法塑造当代人形象的艺术品，不仅培育了新的雕塑艺术审
美心理，而且使民众接受并认可了“新派”雕塑艺术为现实服务的巨大作用（如各地为“国父”孙中山塑
像）。同时，还引导大批后来者立志以改造国是、振兴雕塑事业为己任赴欧求学。他们深植中华传统，吸纳欧
美文化，终以学贯中西的丰厚学养与精湛的雕塑技艺，先后返国，投身于教育，投身于抗战，投身于建设，投
身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遗产的整理研究，开辟出了新天地。正是由于长达百年间数代学人艺术家的不懈努力，
才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现代雕塑教育的完备学科，并且培养造就了大批雕塑人才。 

  五十年代是新中国雕塑事业的一个光辉亮点。在以北京十大建筑为代表的国家工程中，老中青雕塑家获得
了当时最大规模的雕塑创作机遇，产生出了既有时代烙印又有西学影响，同时又尽可能具有民族传统因素的作
品。 

  六十年代，全国性的雕塑创作高潮再起。关注时事政治，表现革命传统，手法写实同时又更加自觉与纯熟
地吸收民族民间雕塑的手法成为当时雕塑作品的代表性特征。 

  文革期间，雕塑教学队伍虽未有实质性扩大，但雕塑家却仍一如五十年代以来的状况，在艰难生存中进行
着些微的创作。从世纪初走来的雕塑前辈们此时或相继故去或已垂垂老矣！由于时局的动荡与混乱，由于居所
的逼仄与窘促，由于运动的凶险与频繁，他们大量的作品或创作小稿在迁徙中或已损毁，或已丢失，况大多是
石膏质地，加之只传留于儿孙后人，所以许多作品不知所终。 

  雕塑前辈作品的流失是中国现代艺术史实的缺失，是中国现代艺术史料的缺失，是中国新文化建设历程中
数代人智慧结晶的缺失，也是中国文化史的缺失，更是身为雕塑事业后来者的我们的责任的缺失。故此，我们
的雕塑界、高等学府、文化机构以及曾经受惠于他们作品的后来的雕塑工作者们，是到了应该为他们的遗作
（包括他们的作品图像、文献资料，或随手拈来的寸尺小稿）建立档案和归宿之地的时候了。 

  诚然，中国的前辈雕塑家由于国情的制约，鲜有欧美雕塑家的优越条件，作品数量和影响也难以望其项
背。毕加索、德加、马蒂斯诸西方大师虽不以雕塑名世，但他们留下的任何盈尺小稿的泥戏之作，却都被推崇
为传世雕塑名作，以致这三位画家都被冠以了“雕塑家”的名头。而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雕塑先学们却鲜为
人知，这是历史的无奈，也是历史的荒唐！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引进西学改造传统遗风的雕塑前辈中，不少人因生命的先后凋谢而被逐渐遗忘。这种
状况至今仍在延续。最新版《中国美术大辞典》中，自十九世纪末出洋学习雕塑至二十世纪末已故的被载入小
传的雕塑家仅43人。即便这区区43人，也有一半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经故去，他们的名字为多数青年
人所不知。事实上，即使是建国后故去的老雕塑家，又有多少人知道其姓名，他们的作品今又安在？ 

  笔者以为，应组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馆并成立相关的雕塑艺术研究机构，要尽快从这些雕塑家的后人手中
搜集相关的图片资料乃至作品，动员他们的后人将遗存的雕塑小稿、草图、艺术札记、作品的变体稿、出版
物、著作或相关工具用品捐献出来，以实物、文献的方式来证明这一段渐被遗忘的历史。 

  我们可以设想，这首先需要一块场地，需要一座具有相当空间的建筑；要有能够使这些作品得到较好的陈
列保管与研究的条件；要有足够的室外空间以放置较大型的作品；要将所有的易碎性材料的作品全部变为永久
性材料……这虽然并不能很快实现，但可以立即着手进行。 

  健在的雕塑家们，年过70者，再过20年便已渐近人生终点，现在我们有一份活跃着的和不甚活跃的老雕塑
家的名单吗?我们是否需要为他们留下一些活动影像资料呢？我们又何妨请他们谈谈自己的艺术经历、经验体会
和艺术看法呢？对于他们，每人留下100个小时的活动资料也不为多！王子云先生96岁故去，滑田友先生86岁
故去，他们有吗？王朝闻、曾竹韶、王临乙、王合内先生有吗？刘开渠先生有吗？有的，我们要珍视；健在的
但是没有的，我们应该赶紧去做，去跟踪他们的身影、讲话和活动。 



  于是，我呼吁：有能力有条件的雕塑家为历史、为事业计，请立即记录自己的任何有价值的活动资料；没
有条件与能力的，应该安排人去做。不仅要拍资料，更要将自己的作品资料、创作小稿、变化草图、艺术手
记、尺牍小品统统整理、编号、铸铜，做好捐赠的准备。 

  对于已故去的雕塑家，要倡议全国的雕塑家捐款为这些先师们的遗作铸铜，以作永久的留存。 

  总之，建立机构、搜集中国百年来雕塑家的作品和研究其艺术成就，是当今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任务，做
好了，功莫大焉!愿有识之士共促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