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雕塑-城市的灵魂 
 于化云（北京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 

1、城市中的艺术光华 

  城市设施首先满足功能的需要，城市雕塑是城市功能满足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一种城市灵魂的艺术。城市
雕塑是公共交流的艺术，雕塑家与材料的交流产生作品，雕塑与环境的融合丰富景观，城市雕塑与广大观众的
交流陶冶情操。  

  一个城市建设的成就，当然首先取决于它的经济建设，但是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文化状况不仅反映经济
建设的成就，同时能够给予经济建设的巨大影响。城市雕塑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水平的象
征，它对城市面貌的美化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具有其他文化艺术形式难以取代的独特的功能。 刘开渠大
师论述城市雕塑时说：“屹立在街头、广场、园林、建筑物上的硬质材料的圆雕或者浮雕不分季节，不论昼
夜，总是默默的放射艺术的光华。”“它既可以歌颂革命的业绩，纪念历史人物，宣扬民族文化，反映时代精
神，又可以装饰环境，美化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潜移默化地对群众进行美的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不仅可
以用革命的感情鼓舞群众，而且可以美的形象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好的城市雕塑往往成为一个国家，一代文
化，一座城市的标志；它既为当代服务，又为未来的历史时代留下不宜磨灭的足迹。” 

2、城市雕塑要满足两个环境 

  城市雕塑是公共艺术，公共性体现在公共环境和公众欣赏。一件好的城市雕塑必须满足两个环境，一是自
然环境，雕塑安放的自然环境，地形、树木、树种等等，二是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习俗以及人们的欣赏水
平等。 

  雕塑是同人类的诞生而出现的。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说“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盖在先民穴居野处之
时，必先凿石为器，以谋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乃作绘事，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
也。”（摘自《中国雕塑史》）我国古代的雕塑艺术有着极其辉煌灿烂的历史，但大多建设在宫苑、寺庙、陵
墓等处，为封建帝王和宗教服务。雕刻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认为雕刻为“雕虫小技”。 

（1）人文环境与城市雕塑定位 
  人文环境可以大到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文化氛围、一个地域的历史文脉，小到雕塑安放地人们的
文化层次，心理承受能力，精神需求的趋向等等。城市雕塑从精神文明来讲，对人会直接起到教育作用和导向
作用。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是城市雕塑发展的前提。城市雕塑的建设速度和规模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标
志，一个没有得到温饱的民族不可能花钱去建设城市雕塑。 

  城市雕塑直接引导社会的文明进步。城市雕塑发展的轨迹证明，社会需要高尚的，代表时代精神的城市雕
塑艺术精品。 

（2）自然空间环境与城市雕塑定位 
  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环境艺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追求。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空间环境，营造了城市
广场、街道、绿地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共活动空间，城市雕塑在环境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任何一件雕塑作品的诞生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要依据环境景观、历史文脉、设计人的创作动机、甲方的
建设意图有机的与环境融为一体，这个过程是多方位交流的过程，既不能简单的迎合甲方的命题，又不能迁就
作者所谓的个性语言，既要考虑自然空间环境，又要考虑当地人们的心理需求层次。 

  长安街体现中国政治文化的形象大街，城市雕塑建设定位在“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在长安
大戏院前以京剧脸谱设计了《中国风》雕塑，西单文化广场树立了风筝沙燕造型的《蒸蒸日上》雕塑，在国际
金融大厦前塑造了立体的一笔草书《龙》字雕塑等。长安街的城市雕塑以民族的、民俗的，体现地方特色和体
现时代精神的立意上。 

  王府井大街的城市雕塑建设定位在“历史性、艺术性、趣味性、融合性”。已新建城市雕塑15座，其中一
期完成五座，二期完成三座，三期工程正在进行的是7座。王府井南入口70平方米的《王府井》大牌匾，全部表
现的是在王府井大街的北京老字号。大街在施工改造中发现了一口井，在历史文献上有记载，由雕塑家设计了



一个盘龙艺术井盖，镌刻上文字，古色古香。东安市场门前设计了三组反映传统生活的雕塑《逝去的记忆》。
王府井城市雕塑的建设创造了商业与文化艺术的成功结合。 

  实践证明，城市雕塑往往能够成为一个地区的地域标志，所以城市雕塑的选题要有准确的定位，雕塑在设
计之前，要研究历史，研究环境，研究空间尺度，研究人们的心理需求层次，以营造独特的空间氛围。 

3、北京雕塑发展历史和地理坐标 

  北京城市雕塑的发展有两条明显的轴线，历史轴线和地理轴线，两条轴线形成的坐标，清晰地表现出北京
城市雕塑乃至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的轨迹，这条轨迹又在长安街上。下面沿着长安街回顾雕塑发展的历史。 

  北京建国53周年了，城市雕塑与共和国同时诞生。在建国的前一天，1949年9月30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主
席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宣告雕塑艺术真正成为人民的艺术，成为公共艺术。 

  建国五十年代，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十大建筑的代表建筑之一军事博物馆建筑装饰雕塑的建设；大跃进
在中山公园建设的“劈山引水”雕塑等等。 

  六、七十年代，东单公园的工农兵塑像，沿长安街各大院的毛主席塑像，毛主席纪念堂周围的群雕塑像。 

  八十年代之后，城市雕塑蓬勃发展。1982年3月党中央批准中国美术家协会《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开展雕
塑建设的建议》，城市雕塑的概念得以确定，得到社会的认可。 

  八十年代初，北京的城市雕塑在“边边角角练兵”，最初在正义路等处建设了少有的几件雕塑。 

  八十年代中期在复兴门建设了“和平”、“海豚与人”，中山公园建设了“孙中山”先生塑像。 

  1999年，国庆50周年，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建设了一批新的雕塑。 

  2001年在王府井大街举办了“新北京、新奥运-体育雕塑展”。 

  2002年在长安街延长线石景山路2号成功建成北京国际雕塑园。 

  综上所述，在长安街城市雕塑发展有着各个时代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