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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艺术与城市文化

作者：翁剑青  来源：雕塑在线

    城市是人们赖以栖居、创造、沟通和熔炼的特殊“容器”，也几乎是达成人类文化

学意义上的各种文明与发明的孵化器。同样，现代城市成了实现个人和社会理想的首要

实验场所及各类信息的交换园地。可以说，城市化程度和城市文化艺术的形态，已成为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和文化程度的象征与标志。 

    我们知道，每座城市的缘起与发展，无论是经过了严格的规划还是带有随机性扩张

而形成的城市机理和状态，都自然而然地蕴涵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文化与情感，记录

并述说着城市的故事和遭遇。因此，城市绝不仅仅是各种建筑物和大量功能性设施的堆

积体，而是融会和浸润着城市居民及过客的生存意志、生活方式和社会模式。显然，城

市是一种自然形态、人造形态和人文形态的复合体。一座城市的人文形态，则集中地显

现出其文化历史和当下市民社群对于自身生存之价值的判断和社会意义的追求。 

    文化是人们的行为、意志和经验的使然，是一种长久的和带有传承和创造的积淀。

作为构成人类精神寄托和文化审美的雕塑艺术，是城市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生

长在城市人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有机体，而不是依靠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的铺陈。从文化的社会性和有机性观点出发，则应该依据雕塑所处的不同地方、不

同环境去处理好几个基本关系。这里主要是指雕塑与城市的历史及当代文化环境、生态

环境、社区特性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基本关系。这几种基本关系共同构成了一座城市

（及社区）之雕塑的价值趋向及其自我文化选择的内在逻辑。 

    一般的说，雕塑是占有空间及场域的艺术，在公共空间设立的雕塑作品，自然会面

临与城市历史及当代文化所形成的物理空间和人文空间的衔接和对话的问题。由于城市

雕塑的耐久性以及时空的跨度往往较大，因此，注重雕塑与一个城市的文化历史脉络以

及由此而形成的建筑及景观环境的相互关系，则是在新建雕塑的过程中需要予以慎重对

待的问题，客观上，较为成功和具有长久影响力的雕塑，往往是那些注重与城市历史及

地方文化发生必要的关联和对话的作品，尤其是一些重在叙事性或纪念性的城市雕塑所

需体现的对于地方历史及人文精神的关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精神具有显性和隐性的形

态，并且具有延续和流变的特性，这就激发现代的人们以空间造型及环境（景观）的艺

术创意与象征方式去揭示城市的生命与精神内核，而不仅是简单地强调雕塑对于城市故

事的记录或图解，也不仅是突显雕塑的外在纪念性和叙事性，而是可以不同的艺术表现

方式留住一方水土与一方居民的历史积淀及文化源流，并且，也必然要考虑到由于时代

发展而产生的城市新人对于当代城市文化的心理期待，注重雕塑与城市的新旧交织、继

往开来的关系，以及处理好城市雕塑的教育与娱乐、纪念与审美、表现与沟通诸关系。

当然，这不是期望于每一件雕塑所要担负的使命，而是在总体上对于城市雕塑文化生态

及多样职责的考虑。也惟有如此，才可能使得雕塑艺术与城市特性及其深层次的文化精

神产生实在的联系和升华，以免过多的出现在形式和内涵上流于肤浅和空洞的“垃圾雕

塑”。 

    尤其是户外大型雕塑及其景观环境的创作设计，应该考虑到对城市及社区生态环境

的适应与爱护，尽量避免对生态和土地的任意占用、改变和破坏。这就需要艺术家和设

 热点文章

陈醉：人体模特儿与裸体艺术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张彦水墨山水写生的追求（图） 

当“中国君子”面对裸体艺术 

怎样看美术反映生活 

对中国画艺术发展的几点思考 

钟涵：写实油画问题提纲 

从社会学角度看上海“画家村” 

吴冠中的大美与不美 

中国绘画艺术创新与发展的思考 

 推荐文章

鸥洋：意象油画探索20年有.. 

王西京：美在对生活的自然和谐 

陈燮君：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 

中国当代油画创作中的图像修.. 

身体与情色：九十年代以来中.. 

雕塑艺术与城市文化 

孙克在“何水法2002年福.. 

中国当代美术堕落的模式——.. 

中国绘画艺术创新与发展的思考 

油画的危机还是油画家的危机 



 

计师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以及长远的和整体的意识。并且在雕塑和景观艺术的规划与

设计中，慎重考虑艺术实施方案对于生态环境（如对于地块、水系、植被、动物、鸟类

的彼此生存关系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应考虑到所需工程对于被使

用的地块及环境的性质、功能、形态以及与自然之关系的改变和结果，而不仅仅是考虑

雕塑占用土地与空间的需要。因为无论从城市生态保护或城市的长远发展战略出发，都

应该避免破坏性的开发土地及环境资源，避免造成城市生态系统的割裂以及由于大型工

程造成的水土流失与土地的硬质化。客观上，近十多年以来许多城市中过多的大型广

场、景观大道及大型雕塑工程，已经在城市生态环境及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产生了反

面的教训。然而，如果人们能从城市长远的、健康的生存理念出发，并在雕塑的形态及

其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进行变革的思考，就有可能使旧有的雕塑概念、美学形态及文化

价值发生现代性的变化，创造出更多地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交融和共生的“雕塑”形

态。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出现的地景艺术、水景艺术、林间艺术及综合性的景观艺术实

验，都已经给传统意义的雕塑艺术提供了更多的生态化和创造性发展的可能。应该说，

在人口过多、土地资源宝贵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当代背景下，若缺失了生态和环境意识的

雕塑文化将有违于城市的健康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理路的。 

    社区既是城市的单元性结构，更是其居民结成地缘关系、人际关系和区域性文化习

俗关系的重要依托。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主张强化社区职能，增进社区管理与文化建设的

自主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中，户外雕塑理所当然应该更多地作为当代社区公共艺术和文化

的体现。也即应该注重雕塑艺术的建设过程与社区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社区居民

的公众参与。如在作品方案的主题、内涵、形式、设置地点、环境布置、经费使用、制

作方式等方面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应该使社区居民具有充分的知情和参与权力，以使

雕塑艺术成为公众舆论及行为参与的平台，成为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有机部分，以此促

进并体现社区民众的主体意识、共同利益及情感的认同，而不仅仅是把雕塑作为社区环

境的美化或少数艺术家审美与意志的显现。 

    在雕塑介入城市公共空间时，理应考虑城市化过程中的地方经济利益与历史文化以

及现实未来发展的整体关系。否则，若仅仅注重了一时的“打造城市形象”、“招商引

资”以及房地产、工业园区和风景旅游区的突击性开发，使雕塑在数量、形态和空间地

点上的无度介入，却忽略了对不可再生的城市古迹和历史文化环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

响，那就必然会出现“过河拆桥”和“杀鸡取蛋”的荒唐效应。实际上，一座城市中任

何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包括建筑、城市景观、人文及历史遗址等），都在物质和精神形

态上构成了当代城市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并且既有其历史文化意义，其中也含有许

多艺术和审美的观赏价值，对于它们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恰是当代景观雕塑家和城市

规划设计师们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切不要以为拆去一切旧的、“土的”、“过时

的”或“落后的”东西，而去表面地追求新的、洋的、时尚的和“先进的”的东西，就

是艺术的使命与目标。实际上，包括雕塑在内的所有艺术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性关怀，就

在于体现和揭示人的生命情感、意志及生存的价值意义，而这些是串联在人类社会的历

史时空之中的，是由无数的有形与无形的载体予以承载和传播的。若弃历史文化的有形

脉络于不顾而仅仅不断地“另起炉灶”、“标新立异”的做法，显然是肤浅和愚蠢的。

因为不能忘记，从特定的意义上说——人类，只有人类是有历史和历史意识的动物。也

就是说，人类是“历史的动物”。人类在行为方式和意识能力上区别于其他不懂得文化

记录与传承的任何动物。客观上，如何对待城市历史的态度，也反映着人们如何对待人

类自身的共同价值和意义的态度与境界。 

    总之，不应简单地为了雕塑而雕塑或仅仅为了环境的美化和点缀而雕塑，而需把雕

塑作为城市文化及历史之内在需求的有机体，自然地体现出人们在城市化生存中的文化

经验、生命理想和创造能力。尤其是在当代社会的城市化、生态化和民主化建设的进程

中，应该尽可能使雕塑艺术成为市民大众自我促进审美意识、创造意识、生态意识和公

共意识的一种文化途径。使雕塑介入城市公共空间的同时，为人性化需求下的环境质量

   



和文化质量，予以设计理性的辅助和艺术化的推动，使城市面貌和城市生活建设得更加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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