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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主角 雕塑缘何而生
陈列在室内的架上雕塑几乎很少需要考虑

“如何协调环境”，环境雕塑则截然不同，作品在
创作之初就必须清楚它将来的去处，否则很可
能会成为失败的作品。很多人觉得这是在危言
耸听，将一些获过奖项的知名作品随意安置在
商业圈中，美其名曰增添艺术氛围的现象屡见
不鲜，那么不妨用例子来说话。
喜爱雕塑艺术的朋友不妨去日本兜一圈，不

但东京街头那些充满创意的城市雕塑、装置让人
眼前一亮，就连大自然都被他们的艺术家拿来进
行创作。与拥挤繁华的中心城市不同，北海道洞
爷湖边的雕塑感觉更像是由自然环境赋予了作
品意义的。跳开环境看，似乎觉得有些根本称不
上作品，比如有一块经过抛光的白色巨石，没有
具象的雕刻，也没有多余的修饰。可一旦配上背
后湛蓝无垠的湖面，绵延平坦的矮山，再加上云
雾缭绕的活火山奇景，这块白石就像被施了魔法
一般，顿时成为了耀眼的主角，深沉的蓝衬出无
瑕的白，仅是这样的色调就让人不愿挪开眼。

环境雕塑强调主题和形式一定要在“特定”
环境中体现，也可以说，无论作品所处环境是自
然景观还是都市人文，都可以是这件作品创作
的依据。国内一些表现地方历史的作品正是典
型，比如王府井大街上记录老北京市井的人物
像、景德镇人民广场上生动地制陶的“老陶工”，
作品融入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令人产生穿越
感，不经意间就赋予了作品独有的时代感。

最佳配角 环境有机结合
洞爷湖给湖边雕塑们提供了最佳平台，两

者相互依托，雕塑作品在受到湖景烘托的同时，

也美化了这片自然风光，为此地增添了人文气
息，使这里拥有了不同于其他自然公园的特色。
其实这样的例子上海也有，在张江不仅有高科
技的产业，与之相匹配的艺术精品也不在少数。
单是张江艺术公园里就有不少亮点，草坪上一
抹巨大的鲸鱼尾鳍让人错觉似乎刚有一条大鲸
鱼在此换气，潇洒地回归土地。海洋中的鲸却在
绿地上出现，这样的反差如果不是在张江，也许
我们会想到对环境以及动物生存的反思，巨大
的尾鳍为人们制造了一片遮风避雨的场所，而
人类却让它们逐渐失去家园，甚至葬送性命；但
是当它出现在张江，则更能让人联想到在创意
的海洋中欢跃的精英。同样一件作品，放在不同
环境中便会激活截然不同的思考。

作品与环境结合的模式，既可以是相辅相
成的，也可以冲突碰撞的，怎样搭配才是最佳的
呢？要谈到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环境雕塑除了
美化功能，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社会教育功能。现
代艺术常运用视觉陌生化来制造效果，但这种
做法很容易做过头，尤其是抽象作品，一味追求
怪诞、反差，可能就丢失了功能性，让人觉得不
知所谓。

毕竟，上海是一座空间相对拥挤的城市，不
太可能像洞爷湖那样“奢侈”地为雕塑空出场
地，因此如何巧妙地结合雕塑与环境才能既给
人视觉享受，又丰富心灵审美，更加需要创作者
们深思熟虑。

观众参与 远观还是近看
归根到底，一件艺术作品是否有意义，关键

在于人的解读。无论是从作品本身，还是结合环
境，没有“观众”的思想注入也就失去了其价值。
在国内的许多广场上，最常见的就是游客们紧

挨着草地上的雕塑合影留念，这些观众可能并
不理解雕塑的涵义，仅是留下“到此一游”的证
据。很多人对这样的现象是不屑一顾的，认为这
样根本不能让游客产生艺术上的收获，但我倒
对此持有乐观态度。要知道，我国近些年正在大
力扶持艺术产业的发展，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
质，这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游客和雕塑积极合影
的现象还是有利的。环境艺术是有一定的“强迫
性”的，会对街头雕塑驻足欣赏的人毕竟少数，
更多的还是利用了人的无意记忆潜移默化地让
人接收到作品的刺激，这种刺激很细微，但经过
无数这样的小刺激终究还是会让人产生一定的
审美体验。在每次的合影留念时，观众不经意地
接触到雕塑作品，甚至会比路过时的看两眼更
加印象深刻，因此作品的设计能否有效地传递
出文化讯息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与雕塑近距离接触
才能达到欣赏效果，有些环境雕塑是只可远观
的。同样是在张江艺术公园，我至今都很难忘记
在小湖中心的那抹红。那是一个逼真的鸟笼，只
是被放大了好几倍，它就这样伫立在水面上，那
样鲜艳的红色在青草绿水中显得格外别致。站
在岸边，人只能和它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去
欣赏，这样恰到好处的距离感似乎宣示着这片
湖是它的地盘。洞爷湖的雕塑更是达到了极致，
虽然没有栏杆让人不得靠近，但是在观赏或是
摄影时，总让人觉得若是让人入了景，就一定会
打破这微妙的平衡感，在这里，人还是作为欣赏
这样美景的观众更为恰当。

可以说，环境雕塑要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
雕塑、环境、人这三个要素都很关键，我们的城
市雕塑中，“人”的部分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想要
更上一层楼，还得再多想想。

雕塑·环境·人
———城市艺术的“黄金三角”该如何平衡？

如今走在上海街头，已能见到不少形形色色
的雕塑作品，可以说，这是上海多年来城市环境
艺术发展的成果。一旦有了“量”，那么紧接着摆
在眼前的就是对“质”的追求了，展示在城市各个
角落的雕塑能否平衡作品本身、周遭环境以及人
的参与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在这
一点上，借鉴一些北海道雕塑艺术的成功之处相
信对我们未来的发展能给出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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