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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抢风头”不等于令人费解
! 朱平!本刊特约评论员" 文 钟媚 摄 "

!有趣的雕塑!让人驻足观望!产生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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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背景

———城市公共雕塑有趣味更要有“魂”

最近，微博上一组标题为“外国街头一些令人费解的雕塑，
我不懂艺术”被网友疯狂转载，一些或有趣或莫名的街头雕塑
引发了热烈讨论，很多人表示我们需要有趣的公共雕塑出现在
街头，却不是要看不懂的艺术哗众取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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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有关城市公共雕塑的讨论一直在持

续%作为给普通大众欣赏的艺术形式!怎么让

非专业的观众有兴趣看! 就需要雕塑具有一

定的特色!有趣味的雕塑总能在街头巷尾&抢

风头'(

如果单纯为了欣赏艺术性高的雕塑，观
众大可以到美术馆去参观，那么城市公共雕
塑的魅力又该体现在何处？我想，第一点要做
到的还是引人注目。要吸引老百姓的目光，并
非一定要体积大，或者奇形怪状，吸引人的关
键还是要有特色、有趣味。不要小看趣味性的
影响力，对于公共艺术而言，趣味性的加入不
但能让观众看得开心，更能引起人们对城市
环境的关注和思考。

曾经在日本的银座街头看到这样一个小
小的作品：在马路转角处的大楼一角，一个可
爱的丘比特躲在墙角，手里拿着弓箭，朝着一
旁的小路探头张望着，似乎随时准备找到目
标，射出爱情之箭。在每天人来人往的主干道
旁，行人只要走过这里都会被这小小的背影
吸引，然后顺着他的目光朝着安静的小路看
看。通过这个小小的雕塑，忙碌的上班族们缓
下匆忙的脚步，也关注到这繁华的街景的转
角处，就有如此宁静的一面。其实单看这个丘
比特铜像并不醒目，但当他被放置在这样一
个转角处，他所能制造出的效果却是截然不
同的。原因无他，正是因为艺术家在设计时融
入了一点小小的趣味，让观众只需要一眼，就
能感受到其中的幽默，不刻意不造作，才是公
共雕塑应该有的态度。

# 趣味的产生不仅脱离不了生存环境%

更重要的是要在城市的文化底蕴中产生%哪

怕是蕴藏着一个城市的历史故事% 也能影响

观众想象空间的扩大或缩小% 引导每个人去

了解这座城市(

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其实给了公共雕塑一
个很广阔的舞台，具象的、抽象的，写实的、写
意的，都可以拿来放到马路旁、广场上、公园
里、地铁站等等地方，如果把握好因地制宜的
规则，老百姓可以收获到很多艺术体验。

上海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而且

城市格局相当复杂，文化层次的差异也相当
巨大，如果能抓住很多地方有故事可讲的特
点，来“借题发挥”，那么雕塑的趣味性也将变
得更加有底气。要做到这一点，艺术家不但要
在雕塑本身涵义上下功夫，更需要从公共环
境中吸取大量元素，才能保证普通老百姓也
能看得懂。纵观上海那些比较有名的公共雕
塑，那些过于写实的和过于抽象的都不怎么
受欢迎，反而是那些一眼有些不明白，但仔细
想想就能想得通的作品让人津津乐道。比如
外滩著名的那头“外滩牛”，造型灵气，动感十
足，第一次看到的人都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在
黄浦江边要摆上这么头大家伙？不过只要看
看背后的万国博览建筑群就一下子明白了，
铜牛象征着股市能永保“牛市”，这也是外滩
金融文化凝练的表达，于是便成为了外滩最
重要的标志之一。单看这头铜牛，你的想象空
间可以无限延伸，但是一旦结合了外滩的文
化背景，就等于将漫无天际的联想收拢到一
个点上，大家不约而同地都会理解这件作品
的象征意义，也只有看懂了，才能评价作品是

好是坏，最终在心里将其与上海的城市形象
结合到了一起。公共雕塑的趣味性也代表了
这座城市对自身文化的解读和表达，这比任
何言语上的形容更为贴切。

# 上海的文化关键词里少不了 )移民'

两字%不仅是指人口%更是代表了文化的*海

纳百川'+不过城市雕塑的包容性并不意味着

照单全收! 能否引起观众的共鸣还是必不可

少的评判标准之一(

最近网上流行的一组“外国令人费解的
雕塑”引得很多网友热议，在大家被逗乐一笑
的背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雕塑之所以在
中国得不到理解，归根结底还是缺少了文化
认同的缘故。在被选出的雕塑中其实不乏在
国外大受好评的作品，比如一个大楼边上，一
个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无力地靠在墙上，将头
埋入其中的雕塑，在西方受到了很大的反响，
因为它无声地表现了男性上班族在工作和家
庭的重担下的无力感。可是在中国，上班族的

生存状态与规矩多多的西方社会又截然不
同，于是在很多中国网民看来，就是一个令人
费解的外国人作品了。

雕塑家严友人说过一句话：“雕塑最基
本、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魂’。只有蕴含了一座
城市的文化意韵，才能说是有灵魂的雕塑。”
说到底，城市雕塑的灵魂并不完全是创造了
他的艺术家所赋予的，灵魂的塑造离不开与
城市文化相通的精神和思想。既然是为老百
姓打造的艺术，就应该以老百姓的接受度和
理解与否作为评判好坏的标准，这个标准没
有绝对，但却能为上海“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把把关。

#公共雕塑的好坏关键还是要靠观众

来评价!除了艺术家和城市规划者必须为其

负责!观众也要学会判断和选择!不能一味

盲目地看热闹!更不应该被娱乐化倾向牵着

鼻子走(

如今，很多打着“新锐艺术”幌子的雕塑
出现在各大城市中，他们似乎也想表现一种
调侃的趣味性，但真正给老百姓看到的却仅
仅是被娱乐化的“四不像”。最近闹得轰轰烈
烈的中国山寨版“玛丽莲梦露”就是一个典
型，懂行些的人不屑这样大胆而直接地翻
版，不明所以的老百姓则以一种猎奇好玩的
心态看这个作品，而且这不仅仅将艺术娱乐
化、肤浅化，更是艺术创作拿来主义的经典表
现。这个雕塑的下场如何？据媒体报导，她已
经悲惨地被丢在一处垃圾场等待分解了，而
其展出时间仅仅 #年左右。这样的结局几乎
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玛丽莲梦露是西方性
感女神的象征，落户到中国的土地上当然会
水土不服。

对于观众而言，千万不能忘记自己才是
公共环境是否美观的监督者，雕塑是否能够
表达的城市精神，是否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
这些都应该逐渐成为老百姓心中衡量公共艺
术的一杆秤。虽然，我们作为环境监督者的水
平并不高，但随着近年来上海不断涌现出的
精彩作品，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好作品后，我们
的鉴赏能力自然也会循序渐进地提升。我们
需要的不仅是有趣味的公共艺术，更需要的
是有灵魂的城市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