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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象群：红色雕塑家 

                                                 （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7-03-05 )   

  朋友相聚，我认识了青年雕塑家。他身着一身深蓝色的休闲西装，不爱说话，洗耳恭听着朋友闲聊，却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象群 

  老一代的雕塑家如刘开渠、王临乙，我比较熟悉。但“”这个名字，我感到很陌生。回到工作室，在好

奇心驱使下，我马上打开电脑，查看网上的“雕塑家园”。天哪！他的雕塑作品让我眼前一亮，不仅富有新

意，且有些作品是我国雕塑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顿时，我被“”这个名字吸引住了，被他的雕塑震撼了。

他雕塑刀下的作品，放射着时代的光彩，有着无穷的魅力李象群李象群李象群…… 

  同一个人物，同一件事情，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其认识、理解是不同的。比如对毛泽东，过去的雕塑大

都把他神化了。而象群雕塑刀下的毛泽东形象，如《红星照耀中国》，给人一种离自己很近很近，非常亲切

的感觉。显然，毛泽东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已经回到我们中间。 

  作品当随时代走，独领风骚的雕塑作品，表现出对伟人毛泽东和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李象群 

  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雕塑令我拍案叫绝。我决定采访他，具体时间，我们约定在2006年10月26日，到

他的工作室“0工场艺术中心”见面，因为那里正在举办他的雕塑作品展。李象群 

  ■慈禧坐天下的时候，如云如雪，但是云散雪化以后，她的本质也就完全显现出来———同普

通女人一样的躯体 

  7点过后，我被接到位于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的798艺术区工作室“0工场艺术中心”。李象群 

  我走进展厅，象群和他的助手们都在紧张地工作着。身着一身深蓝色休闲西装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

教授，正在聚精会神地弯着腰拍照展品《堆云、堆雪———慈禧》。接我的李师傅想对他说声“接来了”，

我赶紧摆摆手，示意不要打扰他拍照。我悄悄站在象群的背后，仔细观察这位年轻雕塑家是如何精心选择角

度、精心调整光度，进行拍照的。他头也不抬，一张又一张地连续拍照着，丝毫没有发现我的存在。当他正

要拿起三脚架，换个角度拍照时，往后一退，这才猛然发现背后有人，回头一瞧，便赶紧放下三脚架同我握

手问好，并一再表示歉意。我说：“好极了！如果我手中要是也有相机的话，一定要把刚才你那精彩的拍照

镜头给留下来。”他执意要陪我进客厅喝茶，我坚决地谢绝了，并且说：“我正在进行无声采访，这比有声

采访更有意思。请你继续拍照吧，直到你拍完最后一张。李象群” 

  “那样吃饭就晚了。”他说，“要不，我们先吃饭。” 

  “不，待你拍照完了吃饭。”我说，“你已进入角色，我不想中断拍照。” 

  “展品明天收起来，今晚得抓紧时间进行拍照。”他说，“我的作品我最了解，别人拍照我不是太满

意。” 

  象群接受了我的建议。不仅象群本人，“0工场艺术中心”工作室的每个人，此时此刻谁也没想到吃晚

饭的事。 

  为期一周的《红旗飘飘飘艺术展》，展厅的正中是站着的毛泽东、骑在战马上的成吉思汗、坐着的邓小

平，另外还有裸露着坐在那把老红木椅子上的慈禧。四尊雕塑艺术品都是象群近年来的新作，吸引了众多参

观者的眼球。象群介绍说，毛泽东是靠双腿打天下，成吉思汗则是靠在马背上打天下的。 

  为拍照，象群用最现代的数码相机和古老的120、130相机反复拍照。他说：“拍摄这样的片子，还是



老相机好些。”他一边拍照，一边头也不抬地向我讲解着…… 

  站立的雕像毛泽东两手掐腰，右腿稍微向前跨出。他头戴八角帽，帽徽红星闪闪。象群风趣地说：“二

万五千里长征是用脚步量出来的，政权是用枪杆子夺取的。所以，我把这件作品命名为《红星照耀中

国》。”毛泽东是思想家，他那深邃的眼神，让观众深深感受到，在那八角帽下的脑海里正在思考着中国的

明天，规划着中国的未来。在中国雕塑史上，如著名雕塑家、四川美术学院的院长叶毓山，著名雕塑家程允

贤先生等，都为毛泽东塑造过多尊雕像，而这尊《红星照耀中国》却备受人们热爱，已被印制在中国邮政明

信片上了。  

  象群的另一尊雕塑、坐在藤椅上的《布衣邓小平》，则身着短袖衫、布军裤，脚穿圆口布鞋，右手放在

扶手上，放在扶手上的左手稍微抬起，左腿弯曲，右腿微微前伸，面带微笑，目视前方，给人以他对中国的

改革开放表示满意又充满自信的印象。当这尊形象生动逼真的雕塑出现邓林、邓楠、邓榕三姐妹眼前时，她

们情不自禁地连连称赞道：“像父亲，非常像父亲！”于是，她们簇拥在塑像旁合影留念。无可挑剔的《布

衣邓小平》把伟人气质和平民形象融为一体。前往工作室现场采访的法国、意大利记者，一再称赞象群的创

意和雕塑艺术。《布衣邓小平》是应邓氏三姐妹的邀请而创作的，缘由她们看到安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内的

巴金塑像。为更加真实地表现邓小平，邓楠甘愿亲自做模特。李象群 

  在这次展览的雕塑作品中，令观众震撼的是象群新近创作的、以“垂帘听政”而家喻户晓的慈禧。他把

这位半身裸露坐着的慈禧雕像命名为意味深长的《堆云·堆雪》。何谓《堆云·堆雪》？他介绍说：“云可

以遮天，雪可以盖地。慈禧坐天下的时候，就如云如雪。但是，当云散雪化以后，她的本质也就完全显现出

来———同普通女人一样的躯体。”一切都是虚无的，留下的只有历史。 

  “象群，9点多了，”李师傅提醒道，“吃饭吧。” 

  “哦，9点半了，吃饭吃饭。”象群看看表，说，“老李，你开我的车，我们找一个环境好的餐馆。”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 

  “晚饭九十点钟再吃，这很经常。”李师傅解释说。 

  有人说：“时间就是金钱。”象群，又教学又带研究生又搞创作，时间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远

远超过金钱。 

  ■他每帮助同学画一张画，就收10张画纸，既帮助了同学，又解决了画纸，一举两得 

  象群祖籍山东，排行老三。父亲李顺茂是个一米八几的山东大汉，闯关东来到哈尔滨，婚后生下象群和

他的姐姐、哥哥。从小生活在松花江的，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用画笔表现变幻无穷的松花江水，喜欢用冰雪

做小雕塑。至今他还记忆犹新，上小学时，学校组织看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铜像”让象群

铭记在心，他用泥巴捏起了铜像的英雄形象。他的泥塑得到了同学们的赞美。从此，象群爱上了雕塑。李象

群 

  雕塑的基础需要素描造型能力，美丽的松花江，给他创造了条件，带来了灵感。他说：“松花江水的颜

色，红的、蓝的、金黄的……如同天空一样，从早晨到晚上，无时无刻地变幻着，神奇极了。”在象群的脑

海里，松花江是一幅美丽无比的画卷。只要一放学，他就要拿着画笔带着画板到松花江畔作画，画到入迷

时，竟然忘记回家吃饭。 

  象群说，最早把他带进艺术世界的是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的首任院长杨角老师。他喜欢画油画，从小学到

中学，象群的素描一直受到老师的表扬。上初中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今天学农，

明天学工，剩下的时间，象群就抓紧画画。他的画越画越精彩，有些同学自己画不好，就请他帮助画。象群

倒也热心，经常帮助别人作画。 

  象群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画纸经常不够用，他灵机一动，立刻想了个解决画纸的办法：每帮助同学画

一张画，就收10张画纸。既帮助了同学，又解决了画纸，一举两得。他在15岁的时候，报考了哈尔滨市评

剧院舞台美术。录取4人，80多人报考，他被录取了。不过他没报到。象群是个善于思考很有主见的学生，

临报到时他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对雕塑情有独钟。1978年，高考恢复头一年，17岁的象群高中还没毕业就

被鲁迅美术学院录取了。他实现了梦想，成了“鲁美”首期雕塑系的本科生。让象群更没想到的是，入学后

的第二个月，他的雕塑处女作出版了，令人刮目相看。由于象群的雕塑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备受关注，他

还没有毕业，已经成为“鲁美”的知名人士。 

  1982年，象群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系主任找他谈话时，问他毕业后有什么打算，他回答说：“我没

什么打算，只要我学的专业能够用上就成。”其实，他当时最想去的地方是哈尔滨画院，那里就是他当时心

目中最高的艺术殿堂。让他兴奋的是，一拿到毕业证书，便接到了留校当老师的通知。留在鲁美当老师，这

是象群想都没敢想的，许多同学向他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雕塑家需要有大象的力量和智慧，更需要有大象的爱心与善良，我乐于做一名大象般的雕塑

家 

  昨天的学生，今天的老师。象群深感，一夜之间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时间有些不适应。他第一次走上讲



 

台的时候，简直不知自己应该如何站，应该如何说。因为讲台下端坐在那里的许多学生年龄都比他大；因为

坐在台上许多老师都在瞧着他。他成了全教室的焦点。他镇定了一下，抬起头来，像昨天当学生时一样，先

是冲着老师弯腰90度，深深鞠了一躬。 

  象群的第一课就这样开讲了。 

  昨天之前，他一直都是花父母的钱，今天拿到第一个月发给他的48元工资，有一种顿时成为暴发户的感

觉。他觉得自己真的是个男子汉了。 

  从不安于现状的，当了一年老师又不满足了。他不想总局限在一个天地里，应该走出去，到更广阔的艺

术世界里闯一闯。于是，他有了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1983年9月，他只身来到

北京，通过专业考试，被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班录取。半年的进修，他感受到了过去没有学到的不少东西。中

央美院想留他，可“鲁美”却急急忙忙催他回去。工资是“鲁美”发，他只好以优异的成绩走出进修班。李

象群 

  “学而知不足”。这一次的北京进修，让深深感到，外边的世界很大很大，需要学习的知识很多很多。

这位不安于现状的青年教师，求知的欲望更加强烈了。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象群回到“鲁美”后，考上了

雕塑系贺中令教授的研究生。这期间，他同心心相印的沈阳姑娘、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生李莫唯结婚成

家。1990年，他拿下了“鲁美”雕塑系的硕士学位。李象群 

  其实，象群名字中的“象”，原来并非大象的“象”，而是方向的“向”。为何要改为大象

的“象”呢？他解释说：“我觉得这个‘向’字俗了些。我没同任何人商议，就私自把‘向’字改

为‘象’字。” 

  仅仅是由于俗了些？“大象的‘象’比方向的‘向’更符合我的个性。因为大象不仅体大，更为重要的

是它智慧、善良、群体，它是力量的象征。”象群微微一笑，说，“雕塑家需要有大象的力量和智慧，更需

要有大象的爱心与善良。我喜欢雕塑这个群体，我乐于做一名大象般的雕塑家。” 

  ，他作为一名青年雕塑家，把每完成一件雕塑作品，看作是攀登艺术大山巅峰的第一步，要想攀登到艺

术大山顶峰，就必须风雨无阻，奋进不息，勇往直前……他说：“一个艺术家当他攀登到顶端时，站到峰顶

看艺术世界，那该是多美啊！那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李象群” 

  勇于爬山的，又决心离开沈阳。1990年9月9日，他拿着作品成绩册，再次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再

次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央美术学院。李象群  

  象群拿出了作品相册。他的作品件件都透着新意，透着作者鲜明的艺术语言、风格。无疑，珍惜艺术人

才的中央美院，这回再也不会放他走了。不过，他的原单位“鲁美”却不肯放人。爱才的院长不得不亲自

给“鲁美”写信，请他们忍痛割爱。经过一番努力，“鲁美”才同意放人。象群心甘情愿地卖掉仅有的一件

呢子大衣、电视机，凑了三千块钱，办好了离省的手续。11月6日，又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他被安排在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工作。 

  ■有人评论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红色雕塑家，其实他的雕塑题材十分广泛李象群 

  对于象群来说，1990年11月16日，是难忘的：从哈尔滨传来了喜讯，儿子出生了。乐得他一夜没睡着

觉。1991年年初，他把妻子和儿子接到北京。那时，北京的住房十分紧张，院里不可能分房子给他。他每

月一百多元的工资不得不拿出50元，在附近一家小旅馆租了一间不到4平米的阁子间，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

和小饭桌。一家三口人就挤在这里。 

  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我国这似乎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象群的名字真正走向社会，是从日本开始

的。1991年，日本通过我国外交部、文化部，邀请等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青年雕塑家参加“91大子希望

雕刻之森”日本国际展。象群做梦也没想到，他创作的石雕《等待太阳的升起》，获得优秀奖。李象群 

  象群的雕塑得到了我国文化部的认可，得到了日本国际雕刻展的称赞。从此，他的名字开始响亮起来。

从日本载誉归来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院里分配给他两间筒子楼里的房子。要知道，在那个住房奇缺的

年代，这可是件求之不得的大事情。李象群 

  荣誉接踵而来，1993年，象群在院领导的鼓励下，用11天的时间创作了雕塑《永恒的运转》，并送往

《第三届全国体育美展》展出。国际奥运会主席萨马兰奇参观展览时，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评价极高，该作

品获得展览最高奖———特等奖，并被奥林匹克博物馆收藏。1994年，象群相继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城市雕

塑作品优秀奖、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奖。1997年，在第四届全国体育美展上，他的雕塑《接力者》获一等

奖，再次被萨马兰奇看中并收藏。 

  不管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还是北京世纪坛里的《郭沫若》、哈尔滨的《杨靖宇》，山东登封市迎

宾广场上的《永恒的彩霞———任长霞》以及达尔文、冼星海、陈赓大将、巴金、陶行知等等诸多雕像，人

们发现，他们都是革命者，于是有人评论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红色雕塑家。李象群 

  其实，象群的雕塑题材十分广泛，请看：文学馆收藏有《解冻》，鲁迅美术学院和国际奥运会博物馆都

收藏有《永恒的运转》，早在1989年鲁迅美术学院就收藏了象群的《接过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广州美术



 

 

馆收藏着《融》，长春当代艺术馆收藏有《浮》，等等。 

  ■他的雕塑作品，既不入流，也不逆流，而是从更深的层面上显现出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 

  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到清华大学，改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0年9月，象群加盟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雕塑系。他废寝忘食，经常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边教学一边创作，尽管累些，但这却给他创造了

施展才干的新天地，感觉非常好。一方面，可以系统总结自己的雕塑实践，并及时传授给学生，为培养雕塑

人才服务。他说：“教学的产品就是人才。从长远看，这比我的雕塑作品更重要。”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检

验了自己的雕塑实践，迅速提高了理论水平。教学、实践，实践、教学，互相促进，相互提高。  

  李教授现在有两个工作室，6个研究生，3个助手。工作室一个在清华，一个在酒仙桥798艺术区。他把

在798艺术区的工作室取了个“奇怪”的名字：“0工厂”，包括一个大展厅和一个小展厅，一个设计室，

一个创作室，一个画廊。 

  李教授为何要把工作室取名“0工厂”呢？因为，人生从“零”开始，万里长征从“零”开始，一切事

物都是从“零”开始。所以，他在创作每件作品时，都把它看作从“零”开始。 

  中华民族的雕塑艺术一直在燃烧着象群的创作激情。他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发现，在鲁迅美术学

院、在中央美院雕塑研究所，受过系统严格的经典雕塑艺术教育。精准的解剖学、严格的教学训练，坚实的

素描基础，为他创作与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把感性、理性和灵性和谐地融入到自己的具象雕塑中。他的

艺术实践，消解了我国具象雕塑教学忽视、缺乏的艺术家个性这一症结。他的雕塑作品，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对于各种流派，既不入流，也不逆流，而是从更深的层面

上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有着突出个性的艺术风格。李象群 

  以往雕塑家为毛泽东做的大量的雕塑像，都是突出表现毛泽东形象的高大、神圣，人们必须仰视他。而

雕塑刀下所表现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形象，则是同普通人非常亲近的。所以，他创作的头戴八角帽的毛

泽东，就是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的形象；而身穿布衣布鞋的邓小平，是个坐在藤椅上和蔼可亲的老人。为

此，邓林激动地说：“好，好，太好了！我父亲退下来以后，就是想过过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有时间到街

上随便走走，到商场里随便看看，走到哪里都能同群众随便聊聊。可他没法办到。李象群” 

  ■他的雕塑艺术经历了三个转折 

  象群计划把毛泽东、邓小平的雕塑列入系列作品，下一个毛泽东是大步行走着，而邓小平正在群众中。

如果前一个是在思考未来并下定决心的毛泽东，而后一个则是一个朝着光辉未来勇往直前的毛泽东。 

  象群回忆说，他的雕塑艺术经历了三个转折，第一个转折是主题性创作。代表作如1993年的作品《永

恒的运转》，这件作品完全突破了过去那种写实的传统，表明了人的力量运转，正如同人的生与死、死与生

一样，是不间断的轮回运转。 

  第二转折是对肖像创作切入点的再思考。如1999年创作的肖像《巴金》，不张扬，看上去是个普通

人，学问含在里边。接着又创作了郭沫若、茅盾等。象群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创作了大家最熟悉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雕塑像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高潮。人们越熟悉，创作难度越大，他要用自己对毛泽东的

理解，选择一个崭新的切入点，做一次新的尝试，于是创作了《红星照耀中国》。这一次的尝试成功了，他

还要继续尝试下去，把深思熟虑的毛泽东，延伸到《前进、前进、前进》，观众即将看到一个坚定不移、大

步前进的毛泽东。 

  第三个转折是《堆云、堆雪》。这是象群在雕塑路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作为一个载体，肖像体现人

生。用肖像替代我说话，反映我对人生的思考。”象群说，“过去，人们总爱把慈禧描绘成魔鬼的化身。而

我要把她人性化。云散雪化后，慈禧便回到了一个普通的女人当中。” 

  李教授的诸多作品都获得过国内国际大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2006年5月，他的雕塑头像《山秀》，平

和的脸形，美丽的丹凤眼，塑造了一位普通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在英国国际肖像雕塑展上获奖，这是亚洲

人首次获得此项奖。《山秀》感动了评委，他们说，无论是从造型还是从气质，都非常准确、充分地表现了

东方女性特有的气质，非常动人。我们从《山秀》所表现出来的造型功力，就不难看出，象群已经深深打下

了成为雕塑艺术大家的根基。  

   中国雕塑历史悠久，到了唐代，已经涌现出一批著名雕塑艺术家，杨惠之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欧洲文

艺复兴时期，涌现出被称之“文艺复兴三杰”的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

民族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大师而产生大师的伟大时代。瞧！象群正用他那属于

自己的雕塑观念、艺术语言，勇敢地攀登在通往艺术殿堂的坎坷崎岖的道路上！（记者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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