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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人们

所理解的街头雕

塑仅仅是作为一

种城市的美化道

具! 然而在现代

化的城市建设

中! 街头雕塑越

来越多地承担起了彰显城市精神的

重任!而且恰好让城市雕塑回归到了

它最初的原点"古代城市中的雕塑往

往最能体现城市特有的文化传承#

在许多艺术发达的大都市!街

头小巷的艺术介入早已成为了一个

成熟的阶段!无论是雕塑$装置还是

公共设施的小设计! 无不体现出当

地最独特的城市精神! 让游客充分

感受到这座城市千百年传承下来的

%个性&#而相比之下!我们的公共艺

术却常常是断层的! 在过多强调现

代性后! 城市曾经的历史记忆却常

常看不见踪影#少了文化的完整性!

公共艺术自然也无法完整! 那么又

该怎么介入老百姓的生活中呢'

要知道!

公共艺术的最

主要目的绝不

是单纯的装饰

和点缀! 更不

是追逐现代化

的工具! 公共

艺术无论何种形式! 都应该从美学

的$哲学的$历史的$社会的角度出

发!去涵盖有深度的地域文化底蕴!

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离百姓更

近!才能让观者得到更多信息$更多

思考#

上海作为国内艺术交流最多彩

的城市之一! 已经比很多城市先行

一步! 然而比起真正一流的艺术大

都市却还是%比上不足&的!然而每

年众多的艺术活动却让我们看到了

本土艺术家在城市艺术观念上的不

断更新! 相信他们今后不断创造的

城市新文化必将能更好地链接起城

市的历史与未来! 全面介入百姓的

生活#

姓“公共”就请多与老百姓亲近
———城市艺术雕塑少不了文化认同

! 梁依云 文 钟媚 摄

" 今年上海艺博会的主题雕塑 !远大前程"

在夜色中迎接着来客#透出对未来的憧憬

" 巴塞罗那的海边#大海中的雕塑随风飘逸着#增加港湾动感的视觉

!# 厕所也能艺术范吗？
!$ 海外专稿，古文明更
期待探“寻”

!%&看建筑图形如何成为
摄影主角

!' 明清家具展现大美木艺

# 题内话

整体介入
! 黄伟明

11月14日在上
海世贸商城举办的 2013

上海艺术博览会以大量的典藏
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关注，位
于大门口的主题雕塑《远大前程》更
是让观众一入场便感受到了城市艺术
也可以很大气、很当代、很易懂。当艺
术冠上了“公共”的姓氏，它就该
与老百姓走得更近。

【 选材要当代更要永久 】
由韩国艺术家朴善基创作的群雕《远大前程》以

一组造型立体的“骏马”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展现了既
自然又抽象的画面，这些骏马自由惬意地在草地上
享受着城市的风光，而挺拔的身形又昭示着它们随
时待命，准备着踏上充满未知的征途。选择这样一件
大型艺术品作为此次的主体雕塑，似乎给正在上海
这座大都市里的人们更多对城市未来的期冀。

当雕塑处于城市环境中，那么在选材立意上就
需要艺术家更多注重永恒性。如何接地气，如何在当
代性中植入城市历史，这些都关乎着雕塑作为公共
艺术能否深入人心，而非昙花一现。我们的城市街头
很少出现经典的公共艺术作品，能够成为地标的更
是极少，关键还是在于大部分雕塑或装置只是有空
地就放，全然没有与环境融合，缺少语境又怎能引发
市民的共鸣？更何谈永久。

【 塑形要体现文化认同 】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说过：“让我

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里的居民在文化上追
求什么。”这话足以见得，一座城市的公共环境设计
恰好能反映出城市的精神文化，那么艺术家在为作

品塑形之初，心里就该有个谱，事先做好“预习”，将对
城市文化的认同以及雕塑环境空间的理解了然于心，
才有可能让作品成为好的公共作品。

纽约、东京、巴黎等素来以艺术闻名的都市，走在
大街小巷总能邂逅到艺术“甜点”，有些体型庞大，煞是
引人注目；有些则融入环境，让你分不清这究竟是雕塑
还是建筑。而这种常见的亮点在我们的街头却还不多。
尽管我们常能看到一些颇会“拗造型”的雕塑，但它们
让路人煞有介事地研究一番后，还是猜不透究竟与我
们的都市有何关联，这叫人怎么去打心眼里喜爱呢？

【“恰好”出现才好“用”】
公共艺术叫人欣赏，关键在于找对场所，要出现

得“恰到好处”。试想，如果将《远大前程》放置到郊区
的某个公园，少了车水马龙、高楼大厦，你还能体会出
都市人对未来的憧憬和期许吗？答案显而易见，少了
钢筋水泥，作品的宏大锐气也会不翼而飞。
公共艺术该怎么“用”？对于老百姓来说，其实“用

法”很多，不一定要片面地强调实用功能，作品的参与
性与互动性更多地该体现在作品所能带来的思考上。
公共艺术的独特限定，注定了艺术家在设计时必须
“带着脚镣跳舞”，作品中少一些自我的发挥，多一些
对城市的关注，才能给予人们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