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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的生存环境和城市文化传承& 已经是一个敏感的老

话题了&梁思成在讲授'中国雕塑史(时用)艺术之始&雕塑为

先(八字点出了雕塑的地位&那么&城市雕塑势必得肩负起一

座城市的历史#文脉的传承义务* 并非只有宏大壮观的雕塑+

才能展现城市魅力& 比利时最著名的雕塑,,,撒尿小孩于连

塑像不过半米&却是比利时人和世界各地旅人的最爱*因为它

传递的不仅是艺术技艺& 更是民族共有的本土文化以及历史

文脉*

如今&雕塑创作在沪上越发活跃&一些敏感的艺术家萌发

了城市雕塑意识* 雕塑作品能否折射甚至创造出上海的独特

印象&很大部分要取决于创作者是否具备了)土气(&不了解这

片土地&不热爱这座城市&自然无法构思出能让人产生共鸣的

佳作*

[意象变形 鸣响未来之乐 ]
! ! ! !坐落于闸北音乐绿地广场的《鸣响》，将作者对于音乐
的感受直观地在视觉上表达了出来。那些像是小号、拉管、
巴松，却又变形得让你不敢确信的形体相互交融，这一夸
张的整体，毋庸置疑，是一曲能被看得见的激情狂想曲。作
为音乐广场的“形象代言人”，《鸣响》给人一记强烈的冲
击，让人在看到它的瞬间不自觉地去联想，在现实与意象
中进行思考，每个人都能吹奏出属于自己的《鸣响》。
虽然还未“出生”，但同为表现音乐的《未来之乐》也十

分令人期待。两件作品的共通之处除题材外，在创作构思
上也都融入了中国传统元素，如果说《鸣响》是在西洋音乐
的金属感中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曲婉飘渺的意境，那么
《未来之乐》则是让线条分明的古典乐器与西洋打击乐器
联结，营造了一座梦幻的音乐王国。能将听觉的意象变形
为视觉的抽象，实在是高！

[以简动人 营造城市缩影 ]
! ! ! !王曜的城市雕塑作品有个特点，它们都在记录城市，展
望未来。作为 !"#"年上海世博会上评价颇高的作品，《城市
图形》很好地迎合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作品很简
洁，多样化的色彩搭配以及造型杂乱的异形拼图，无任何具

象表达，却让人在纷乱中解读出了有序。这略显矛盾的两种
状态又恰是上海的城市节奏的特征，于是，在欣赏作品本身
的明艳不俗的同时，也看见了活力都市的缩影。

打败了众多国外雕塑，眼下屹立在张江高科技园区的
《柱石》同样以简约风格著称。毫无花饰的“石”，和仅用铜管
搭建的“柱”，刚硬的材质中透出柔美，看了很舒服；看似简单
的设计中，却是充满技巧美，铜管越往上堆积得越是庞大，正
如科技的发展，越是艰难，却越发熠熠生辉、繁荣壮大。

[本土打造 上海独特魅力 ]
! ! ! !说起来，上海并不算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即便
是作为地标的外滩实际也多是“西方建造”。如今，能有如王
曜这样具备了城市雕塑意识的艺术家着实让人感到高兴，
因为能够表现城市，同时激励城市不断向前发展的，必定是
艺术，而城市雕塑又是其中最直观、受众最广的代表。
虽然上海目前能称得上精品的城市雕塑为数不多，但是

却已让人期待起本土雕塑家今后的表现了，毕竟，只有真正
了解上海的文脉历史，才有可能在上海的多元文化中找出真
正属于上海的独有魅力，引领上海走上自己的路。也许，现今
上海的城市雕塑在硬件上并非世界一流，对城市文化的反映
仍显单薄，但我相信，未来能代表上海的传世力作，必将出自
本土艺术家之手！ 梁依云 文 王曜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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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而不俗&杂而有序&充满未来感的!城市图形"&你是

否曾在上海世博会上与它打过照面$

激活意识

作为一名热爱上海的青年艺术家
代表，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王
曜以他个性化的雕塑作品，为上海的历
史变迁、城市发展留下了永恒的印迹。
他突破了城市雕塑作为公共艺术的框
架，所创作出的一批融入了个人思考的
创意作品，观之使人好似沉浸在纷乱而
有序的都市狂想曲中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