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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传媒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在线播

放音像混成的动态画面，因此本站将

尝试把过去需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的访

谈，用视频记录并在“本站专稿”栏

在线播放。由于这些视频文件都是先

传到优酷网再用外部连接的方式链接

到本站，因此无法避免优酷网的网络

商业行为。本站“视频下载”栏将改

成“视频专栏”，也采取把视频文件

传到优酷网再链接到本站的方法。如

果您想避免成为优酷网在线商业宣传

的对象，请不要点击本站视频文件。  

2、本站免费刊登展览信息和个人作

品。展览信息包括电子海报、简讯文

档、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作品要求

表明尺寸、材料和创作年代，如果是

展览预告，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的图

片可以在开展之后补发给我们，否则

我们将不保留该展览信息。个人作品

要求有个人风格，并为具有探索与创

新的风格，数量在４件以上，艺术市

场上热销套路风格，本站一概不与刊

登，展览信息除外。这是本站鼓励创

新和尊重创作自由的学术定位所决定

的。所有图片请把像素调到

800X600，高宽相加等于1400  

3、本站“视频下载”拦目欢迎40MB
以下的avi格式的压缩文件，内容可以

是video作品、访谈录像、名人生平

录像、行为艺术录像、重大展览与学

术会议录像。超过40MB以上的稿

件，请分成上下集或多集，我们将采

取连载的方式予以发表，连载最多不

超过400MB。其他内容的avi稿件，

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尽量考虑发表。本站工作邮箱：art-
here@163.com 

 

本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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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意识与劳作形态的当下可能 

        从“雕塑”的学理解读，可得知以下信息：又称雕刻，是雕、刻、塑三种创制方法的总

称，也是材料方式的特定指代。而用上述方式完成的作品，几乎贯穿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各个阶

段，也成为文明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古希腊、罗马的雕刻作品中，从汉唐遗存的大量

作品中，均不难找到很好的学理物证。新中国成立后，本土的在前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和技术平

台上发展起来的“雕塑”，有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框架，并从专业学院入手，形成教、学、产链

接有序的本土模式。当然，那些传承有序的传统民间雕刻，也在持续发生着文化积累作用，在

此暂不讨论。虽然这种堪称中国特色的模式带有较大的片面性，甚至其僵化的教学理念存在着

有损艺术本质的嫌疑，但客观地说，在半个世纪并不顺畅的发展积累中，从学院里走出了一批

批为数可观的“雕塑”人材，已成为本土的艺术力量中坚。这期间，优胜劣汰的法则作用，和

现当代艺术的深度影响，使得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出走。而留下的，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活

跃艺术家。这种“活跃”，对今天景气指数偏低的“雕塑”界而言，难能可贵，十分重要。但

需要强调的是，在世界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当代艺术正以不可思议的规模和速度，

颠覆着我们既有的生存理念和文化秩序，重新洗牌的杂乱和阵痛不可避免。这期间，人们注意

到了被主流忽视的尴尬，既存有对“雕塑”生态前景不甚明了的迷茫，也有因其昔日的辉煌而

仍然揣着的沉重希望。简言之，振作再起并呼唤强势回归，乃是明智之举。 

  近日读到刘礼宾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雕塑”学会主办的《观念与转型：中国当代雕塑学

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值得思考：“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些发言者针对雕塑家的‘身份’问题

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例如隋建国)，做出了自己的阐释(例如殷双喜)，有些发言者积极拓展当代

‘雕塑’概念的外延(例如冯博一)，老一辈批评家刘晓纯更是提出了以‘反雕塑’的思路推进

雕塑创作，让人耳目一新。在笔者看来，随着艺术创作的推进，原有的‘雕塑’概念必然被拓

展，‘雕塑家’身份必然会变化。”其实，在这个研讨会上被大家共同“焦虑”的“身份”问

题，是中国本土特有的将艺术中的材料表达方式，用意识形态逻辑强制僵化的结果。如同“美

术”之于“艺术”、“国画”之于“水墨”、“美学”之于“感性学”等等，要么生造要么硬

扯的延续近一个世纪的混乱的学理概念一样，概念不清，学理焉得?将“雕塑”材料方式用

“家”来固定，如同烹饪师因其善长的多种菜品之一的回锅肉而被尊以“回锅肉师”一样，将

“师”微缩至“肉”VS将“家” 微缩至“材料”，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有耐心再以材料

细分追之，是否还该有“泥塑家”、“木雕家”、“铸铁家”、“锻铜家”、“制陶家”、

“凿石家”……?问题不在于材料方式本身，而在于使用者以及对使用者的管理体制和文化机

制。近年来，随着对外艺术交流的不断增强，已鲜见出国者的名片上再印什么“油画家”、

“水墨家”之类，而基本通用“艺术家”概念。从艺术材料方式的交插互补能丰富表达的原理

中不难看出，一个艺术家的方式的“杂”，也许会赢得更多可能。现成的例子是毕加索你无法

给其定“家”;吴冠中也因其油彩水墨的交织而令“家”不知所踪;方力均、周春芽做“雕塑”

及苍鑫方式的高度“混乱”，都导致了给他们以材料安“家”的困惑。我们之所以仍约定俗成

地还按“雕塑”、“油画”等分类使用，那仅仅是用一种符号编码模式去称谓指代某些概念和

所含内容，并不认同将“符号编码”歪曲、偷换、僵化。 

  从“雕塑”的市场属性解读，则不难看出多元混杂的局面。近几年，随着当代“油画”市

场的不断升温，昔日风头强盛的“雕塑”却没有显示出团队在今天的优势，整体行业形象在忽

明忽暗中沉浮，似有落伍嫌疑。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展望、隋建国、向京、陈文令、李占洋、

焦新涛、师进滇等艺术家的作品在当代艺术市场认知度的日益升高;一方面，一批二、三十年

前的高手，要么转向，要么消声，要么匿迹，也使得行业信心和重心下滑;一方面，一批中青

年艺术中坚，虽然他们的作品在观念和形态上不断突破，并显示着良好的上升势头，但苦于

“雕塑”整体生态的萎靡，加上材料方式的受限，出展和出场的机会不多，市场属性自然打

折。各种问题的汇集，必然形成整体结果的不佳。近一段时间，围绕“雕塑”的当代性问题的

讨论日渐增多。其中批评家王林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雕塑创作正面临两个市场的诱惑。

一个是公共雕塑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的国家资本以权利资本的方式运作金钱资本，官方意识形

态和利益潜规则起着主导性作用，此一范围内讨论艺术的公共性其意义极其有限。在尚未真正

树立公民权利的社会中，这种讨论不过是纸上谈兵，更需要思考的是‘纸’而不是‘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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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问题，是艺术自由创作即个体意识的呈现问题。另一个市场是正在开始的个人作品收

藏，其运作从个人风格开始，受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的制约，是有利于个体创作的。但操作过

度则容易将雕塑家凝固在既成的风格样式之中，逐渐失去和当下文化现实的直接联系。所以，

我们不能把关于中国雕塑创作的讨论全部纳入市场范畴。创作问题是一个精神问题，也是一个

社会问题，这才是批评关注的焦点与重心。”而他的结论也意味深长：没有个体性，哪来公共

性?进一步推理，个体是公共的基础，公共是个体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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