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公共即
公众、共融、
共生、共享、
互动。公共
雕塑放置于
公共空间，
首先是以人

为核心，实现城市空间的文化特征，体现城市
整体环境中的人性化与人文化的特点，营造
“易居、逸局、康居、安居”的公共环境。

公共雕塑的人文情怀主要体现在表现其
所在城市的公共意识和社会精神。公共雕塑
作为公共空间非实用性的建筑体，其本身是
一个承载着表现当地文化、道德、地域特色等
任务的艺术品，是对其所处城市空间、城市历
史进行深层次的人文发掘与展示。

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公共雕塑，并
且这些雕塑都应该反映该城市的人文气质。
上海作为繁荣的国际化大都市，拥有深厚的
近代城市文化底蕴，江南的吴越文化、各地移
民带入的多样文化以及海外文化的融合，形

成了特有的“海派文化”。在上海，结合这特有
的“海派文化”，创作了一系列相应的优秀公
共雕塑，如“世博沿江景观雕塑带”、“西岸文
化走廊景观系列雕塑”等。其中，由雕塑家韦
天瑜创作的《城市意象》尤为突出，“城市生活
像是过山车，伴随着高耸的摩天楼、错综复杂
的高速公路，激动、兴奋、拥挤、喧闹、紧张，像
是树的年轮记录着城市的发展，像是时钟往
返轮回”。此外，“西岸文化走廊景观系列雕
塑”中，作品《茄子》也结合“海派文化”的元素
应运而生，并且带有些许上海特有的怀旧情
愫。“茄子”是一个英译词，表示欢乐快活的意
思，即“!"#$%&”，这种轻松愉快、诙谐幽默的特
点体现了这个城市忙碌之余的闲暇与惬意。

在上海这个多元文化互相碰撞的城市，
孕育着不少有历史渊源、文化底蕴的人文环
境，因此公共雕塑的创作必须体现与之所处
特有人文环境的关系，如“华东师范大学文脉
长廊”，文脉长廊以中国传统园林景观元素
为基点，彰显学校的深厚国学积淀，进而设计
简洁的现代空间布局体现学校的时代气息，
文脉长廊像长廊，更像巨幅长卷，委婉展开，
细数华师大几十年来几并几合，风风雨雨，
一路走来，汇聚、建构、成就今天。
“上海市盲童学校文脉长廊”也是其中的

佼佼者，鉴于上海市盲童学校作为交融着中
西文化的百年学校，又是地处东西方碰撞的
国际大都市上海，从文脉上，历史上，地域上
包括创始人，学校环境和建筑风格都浸润着
浓郁的英式遗风，所以在创作上寻求造型配
合其建筑风格，以英式拱廊的形式贯彻始终，
轻松活泼却又不乏凝重的历史感。

公共雕塑除营造人文氛围外还具有还
原、正视历史的功能。“外滩十五号建筑外立
面雕塑修复”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外滩十五号
古建筑位于上海万国建筑群即黄浦江西岸的
外滩，是外滩古建筑群的精华之一。该建筑
'()*年竣工，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西方古典主
义风格的建筑。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上海
民主党派集中办公地、航天局分别都进驻过
此栋大楼。建筑外立面雕塑由四部分组成：檐
口下侧四根壁柱柱顶人面雕像；二层三个拱
券的券肩及券心石部位雕像；入口上方山花
内装饰；入口两侧塔司干柱顶青铜雕像。由于
历史的原因大楼外立面的雕塑均受到了彻底
的毁坏。对这栋百年建筑外立面雕塑的修复
不仅仅是停留在美学上的价值，而是承载这
一个城市对于历史渊源、文化底蕴的态度。
当今，公共雕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作为

一座城市的象征，体现着这座城市的品味，隐
喻着这座城市的性格，同时也表现着这座城
市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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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雅俗共
赏是个颇有
意思的词，
朱 自 清 在
《论雅俗共
赏》中提到：
“‘共赏’显

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
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
会还是‘奇文’罢。”
要雅俗共赏+ 去精英化则是首当其冲要

做到的。一些艺术家受精英艺术极大影响，
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俯视群众，以被仰视
为目的，以被投以敬畏的目光而洋洋得意。
其中不乏大肆宣扬个性，过分阐释个人的观
点，不顾群众的接受度+甚至无法与当地环境

相融合。
所以去精英化不仅去除了传统意义上艺

术家与公众的不平等的关系，使得公众在雕
塑的创作上也同样具有言说的权利。同时去
精英化也改善了先锋艺术与大众之间的紧张
的阅读关系，使大众能够更加自如平等地参
与其中。当然雅俗共赏中通俗的品格并不表
示简单易懂，肤浅恶俗。所谓去除精英性后所
产生的大众性并不是传统字面上理解的简
陋，流于说文解字的表层，更不是止步于先前
社会上所常见的媚俗之作。去除精英性之外
去其媚俗之气也是需要相当注意的。所谓的
大众性，是在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前提下的
尽可能多的尝试，不拘泥于传统的雕塑手法，
它可以采用所有能想象到的当代的形式，可
以跨越学科跨越材质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 ! ! !亚里士
多德说：“艺
术的形式正
是 摹 仿 实
在，它在向
大自然擎着
一面镜子。

人在模仿中有一种愉快，不过艺术之目的并
非要表示事物外面的现象，而是要表示事物
内部的意义，因为这一点才是他们的实在。”
创作是一种自然气息相通的活动，观察自然
是艺术家生命的一部分，它可以经由观察自
然加强自己的造型能力，另一方面自然又是
和公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只有使公共视觉熟
悉，才能达到公众审美视觉惬意，公共雕塑在

公共空间才能显现其价值。
城市雕塑的公共审美我们可以视为公共

社会性的美以及艺术美的综合。作为文明进
程产物，公共雕塑其核心在于审美的愉悦，这
种审美的愉悦必须是使大部分公众的审美趋
同，从而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愉悦。
亨利·摩尔认为：“雕塑是有生命的，雕塑

是气韵生动的，透过物体的形式，传达温暖悲
伤与情感，情感和非逻辑性的妙想与艺术家
的经验及理念结合在一起才能创作出好的艺
术作品，好的艺术”，进而提升对社会的洞察
热情以及满足公众的审美情感需求。艺术家
通过公共雕塑抒发个人的情绪，使得公共情
感触动并与公共作品的互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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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燕

公共情怀
! 刘元捷

公共赏识
! 蔡乐意

环
境
雕
塑
与
公
共
权
力

!

韦
天
瑜

! ! ! !公共艺术简而论之是公共场所的艺术。
因此安置一个公共艺术作品时，就不可避免
地面临公权力的问题。公共权力虽然是全体
共同体成员的共有权力，但它需要由某个个
体或团体来具体执行。这就使得公权力内部
的结构产生了自身“公”字的变数；如何保持
这个“公”字纯度，使它代表共同体全体成员
的意志行事，就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
为一个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总是针对不同对
象来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实施的。这就会出现
此“公”与彼“公”的不同，最终变得不“公”。

公共艺术要得到继续发展，必须得到正
确使用公权力行政环境的机制保障。公共艺
术作为政治民主化与大众社会平衡过程的
文化产物，尤其需要这种政治文明公权力的
健康操作。努力使公权力的运作制度化，尽
量避免因某领导的变化而变化，避免因政令
的反复而反复，构建一个连续、稳定的有诚
信、可信赖的法制环境。通过多种决选方法
和评审形式，尽可能多的不是仅仅由管理
者、决策者、作品的创作者，还要让公共场所
其他领域的相关方都来参与，进而尽可能消
解领导强权意志，防止集权操作。

公共艺术的顺利实施有赖于公权力的
公开、公正和公平，有赖于克服公权力的蜕
变。警惕一部分人公权力的私有化，警惕公

权力的利益链化。防止官僚作风、滥用权力、
自私腐败、部门利益、小集团利益。公共空间
中的公共艺术，其公共性是与社会的文化意
义上体现的民主开放，与社会大众进行互动
交流，寻求价值观的集体认同，形成当代城
市符号，建构全球城市化精神家园的象征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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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巴黎街头雕塑$ 人物

群像可以与过路者进行互动

" %上海市盲童学校文脉长廊& $艺术壁雕与浮

雕相融合在一起$表示着亲情和关怀 韦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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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