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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广场的作用与类型 

（一）广场在城市中的作用 
  城市设计是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桥梁，从城市设计角度分析，广场在城市中有如下的功能： 

  1、是城市特色的有力表述 
  2、是联系建筑群体并使之成为区块整体的核心空间； 
  3、弘扬地方文化、展示城市活力； 
  4、是城市居民、游客休憩、交往的公共空间； 
  5、是城市重要交通枢纽和城市形象的窗口； 
  6、组织城市动态交通、建立有效的交通秩序。 

  广场雕塑以其饱含的艺术特质为广场在城市中发挥其艺术空间功能推波助澜。而对于以交通、休闲、集聚
等为主要功能的广场，雕塑的参与无疑使这些空间更具人情味，帮助它们摆脱纯功能主义的冰冷形象。雕塑品
以其艺术活力促进广场空间之功能发挥的同时，广场功能又对雕塑的主题立意、造型设计等有很大影响，是广
场雕塑创作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广场的类型 
  由于现代广场形式和功能等的复合，对其进行严格的分类比较困难，下面试分别从三个角度进行分类： 
1、按室内外空间区分： 

  （1）室外广场 
  A、站前广场。指海、陆、空港口前广场，其重要功能是合理组织人车流。这是城市规模最大的交通枢纽、
集散空间，构成宾客进入城市的“厅堂”，构成宾客认识该城市的第一印象。因而广场空间要求井井有条，高
质素的景观要有较强的识别性。我国的许多城市都对这些广场的形象建设投以精力，雕塑是常用的艺术手段。
如上海虹桥机场候机大楼前的广场上安置着一组大尺度的抽象雕塑——《飞虹》（图1）。沈阳火车站广场，也
于八七年立起了一座纪念碑与雕塑的综合体，以纪念当年苏军解放沈阳（图2）。 

  B、交通广场。这是城市内的重要交通岛，其重要功能是组织车流，同时也是美化城市空间的重要环节。较
大型的交通广场也可形成区域性的市民广场。如大连市的中山广场（图3），“岛”中有大片绿地，为市民和游
客创造了良好的休憩空间。有些城市的重要地段之交通广场还以艺术手段（以雕塑为最常见）创造具有纪念性
或强烈识别性的地标性空间。如广州海珠广场的《广州解放纪念像》，在表达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的同进又
标示着广州市主轴线的河北端点（图4）。大连市“友谊广场”的五只手——五洲托起的巨大水晶球——地球醒
目地表达了广场的主题并使其空间效果具有地标的性质（图5）。 

  C、城市广场。这是城市环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支柱。它可为市民和游客提供
良好而具特色的休憩空间。主要包括有市、镇、区的中心广场，宗教广场，城市中的纪念性广场，建筑前庭广
场等。 

  1 城市、镇、区中心广场。这是规划时预留的城市重要广场，是城市或区域的核心，常布置市政厅，剧
院、商业网、办公楼、旅店及一些展览性、纪念性的建筑物，形成一个气氛比较庄重、宏伟的空间环境，如上
海的人民广场（图6），青岛的五四广场（图7）。另外，欧洲传统的市政厅广场也属于此类，如罗马的卡比多
广场（图8）。 

  2 宗教广场。早期广场多是位于教堂、寺庙及祠堂前，为了举行宗教庆典仪式、集会、游行所用。这类广
场现已兼有休息、商业、市政等活动内容，如米兰主教堂广场（图9）。 

  3 纪念性广场。在有历史意义的地区，或有历史文物、纪念碑等物为主题用以纪念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人
物的广场。在这类型广场中，具象雕塑往往发挥重要作用。如大连市人民广场，原名斯大林广场，广场中的混
凝土纪念碑无疑是广场的主题与视觉中心，而主碑前的苏军战士立像和碑座的两幅浮雕则具体阐明了纪念的人
与事，补充了建筑式的纪念碑在叙事上的不足（图10、11、12）。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广场也是以两组群雕《独
立?民主》和《解放?建设》树立起广场的焦点，并且点明陵园的主题（图13，14，15）。 



  4 建筑前广场。指在大型、重要公共建筑前、城市规划要求其红线退缩或因建筑物本身的集散、消防、日
照等需要而形成的建筑前的广场，这种广场也常布置雕塑。在我国比较强调雕塑品对建筑物的功能、内容与主
题的表达。如深圳市国际贸易大厦前广场的主雕——《友谊泉》，以半抽象造型语言描写亚、非、欧少女共舞
的场景，表达世界友谊之立意，以切合大厦主题（图16）。而在西方这类广场的雕塑设置则比较重视空间的形
式趣味与质量，更侧重雕塑家艺术风格的发挥。如美国印地安那州哥伦比亚市图书馆前广场享利?摩尔的《大拱
门》和德国法兰克福市中心银行大厦前广场上欧登伯格的《大领带》等（图17，18）。 

  D、商业步行街。它是属城市广场的另类形态，相对来说，它是静态展示城市建筑文化与环境的城市重要场
所，它是城市消闲人流最集中、最能体现城市“对人关怀”的城市空间。从其空间形态上看是窄长的带状广
场。新颖、活泼的装饰性雕塑往往可使其空间更具魅力。法国布雷斯特长长的商业步行广场中，利用来自市政
厅方向的缓坡，雕塑家创作了水从山上流出来，汇成河流，经过城市，流入海洋这一水的造型（图19）。水是
从圆锥、方柱和箱状物的上面流出来，流过其间的小桥，奔向大海的。大中小间隔排列的造型中大的是宇宙中
的恒星。到了夜晚，灯光从桥下照明，带来了另一番瑰丽的景象。 

  （2）室内广场 
  室内广场大致可分为大型公共建筑的中庭空间和商业街带光棚的条形商业广场，它是室内的大型公共活动
空间，本文以室外广场与雕塑为讨论主题，室内广场暂不详述。 

  2、按广场平面几何形状区分： 
  （1）规整形广场。指形状比较严整，有较明显的几何形状的广场，包括正方形广场、长方形广场、梯形广
场、圆形和椭圆形广场等。这些广场的轴线和其平面形状的方向感常常成为确定广场雕塑的位置和朝向的重要
参考。 

  （2）不规整形广场。指由于用地条件、环境条件、交通条件、历史条件和建筑物的体型所限制产生的符合
实际条件的广场。如圣马可广场、罗马统治广场等（图20，21）。 

  3、按广场空间形态区分： 
  （1）平面型广场。指无地面高差变化的地面广场。 
  （2）空间型广场。包括上升和下沉式广场，以及竖向多层次广场。有利于组织多层面交通、人车分流，在
闹市区创造安全、安宁的休息与活动空间。如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广场（图22），我国大连的胜利广场（图
23）。苏联列宁格勒保卫战纪念综合体的中部亦特地修建了一个下沉式的圆形广场以创造与外部喧闹街市隔开
的悼念空间（图24）。 

  以上分类是按单一性质来划分的，而实际上，许多城市广场往往是多功能多类型的综合性组织，固而要求
雕塑家的创作要有一个全局的观念，要和景观规划师良好配合。 

  二、广场空间构素 
  广场是由地界面、侧界面、边界条件、空间领域、空间焦点等元素按一定的美学原则组构起来的功能、艺
术空间。 

  （一）空间界址 
  指广场空间的领域范围。它又包括用地界址和外延界址两个层次。 

  1、用地界址。指广场用地的边界领域。广场的各项建设都在此范围内进行。 

  2、外延界址。指用地外周边建筑围合的用地外延。 
  外延界址的景物（含建筑或绿化等）总体而言应本着“佳则收之，俗则摒之”的原则处理。如天安门广场
之毛主席纪念堂以北部分则是借外延界址中之在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而使广场景观更具
魅力（图25，26）。 

  （二）空间领域。 
  指在广场空间界址范围内的空间大小，也相应地有用地领域与外延领域之分。 

  一般空间均可理解为由六面体所构成，对于广场空间领域的理解亦然。围合空间（含大空间内的小空间）
有多种手段，概括而言有硬质手段（建筑手段）和软质手段（绿化手段）两大类。地表为广场空间的底面，空
间顶部则有敞蔽两类，即室外与室内广场。广场这“容器”的大小、几何形体如何，是宽扁的还是窄长的，侧
立面是齐整的还是缺损的、顶面是有还是无等等这些形体因素的状况，对广场中的大尺度焦点（如纪念碑，主
雕、建筑小品等）的造型、尺寸、体量之选择都有极大影响。广场整体空间构设要按广场性质、功能、立意进
行布局，构成广场空间的各类元素应是有机的组合。在广场周边景物基本完成的条件下，景观设计师和雕塑家
可亲临广场视察分析空间状态、感受其特有的空间氛围，然后进行规划设计和雕塑创作。而在周边景物尚未完
成甚至是空白的情况下，作者只能凭自己的专业素养与经验作分析推断。景观设计师与雕塑家的良好协作关系
应在此阶段就建立起来，尤其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更需要充分的沟通与交流以达成对广场宏观效果的共识。 

  （三）地表（即地界面）处理：包括硬质处理和软质处理。 



  硬质处理主要指铺地。硬质地面是广场中供人们活动的主要部分，通常以花纹、图案，或肌理组成具有一
定艺术效果的铺装地面。 

  软质处理主要指绿地、水面等。草坪、灌木、乔木、喷水、跌水、流水等是地面软质处理的常用手段。广
场中的硬、软质地面的比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硬质地面可为人们的活动提供方便，但过大面积的硬地面又会
使人觉得冷漠，缺乏对人的关怀。绿化、水体等则可满足人们亲近自然的心理需要，为人们提供舒适的休闲环
境。广场中与人关系最为密切之地界面的处理是广场设计的重要一环，应根据具体广场的性质、用途、位置和
人流特点等情况来组织人们的活动、划分空间领域和强化景观视觉效果，以期充分体现对人的关怀。 

  在放置雕塑的情况下，广场的铺地、水面、喷水、绿化等与雕塑品的整体构思、统一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突出地表现在雕塑品或其基座与地面的衔接方式上。古典广场通常以层次丰富、饰以花纹或浮雕的建筑
式基座衬托雕塑。以基座与周围建筑在形式上的呼应而使雕塑与地面获得联系的逻辑。而现代的广场雕塑有不
少是抽象作品，与地面的衔接也较自由，有的以简洁的几何形基座与地面相连，有的直接地放在草坪上、铺地
上又或是从水面上“冒”出来。然而有基座的情况毕竟是多数。巴黎中央市场入口广场上巴里?弗兰纳甘的“铁
砧”的底座设计成如同地面自然涌起的小台（图27），既有一定的趣味性又很好地避免了基座与地面的生硬接
触。而法国里昂歌剧院广场上，让?伊普斯泰吉的抽象雕塑则是以喷水和圆形阶梯状基座的跌水使雕塑、座和地
面在水流中融为一体（图28）。成功地处理好雕塑、基座与地面的关系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情，上述的两种处
理方式都深具启发性。 

  （四）广场空间层次与焦点 
  广场空间是由多种元素按一定的空间层次关系组构的景观综合体。其空间组织层次与复杂程度要视其空间
大小而决定。一般规模较小的广场功能与空间层次较简单，如规模较大的广场空间则要视广场性质而定。如属
休憩特性，有可能强调多空间多层次，甚至是多焦点布局；如属纪念或庄重特性的广场则宜空间序列清晰、简
洁（如青岛“五四广场”）。对于广场用地不甚规整而又以休闲为主的广场，则多采用不对称自由布局，追求
多层次空间，各空间在统一格调中求变化。现代的休憩性为主之市民广场多属此类。 

  广场空间焦点是指广场空间中控制人的视线、吸引人的视点的感应点。焦点多运用雕塑或艺术墙、石景等
手段进行塑造，也有以动态的喷气水组织广场空间。空间焦点的适当运用可强化各空间层次的逻辑关系，加强
空间的向心性和凝聚力。 

  （五）夜间光环境设计 
  光环境设计是塑造夜间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广场及大型城市雕塑的光塑造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且在广
场和雕塑的设计之始就应把光塑造考虑进去，这样才能使广场和雕塑的景观效果日夜具佳。魅力的优秀景观作
品。雕塑主体水晶球是一个表面由无数平面三角形小玻璃体组成、直径十余米的“地球”，球的底部由五只抽
象的手托起，象征五大洲。日间的“水晶球”以其巨大的体量使人触目，而到了晚上球内闪射出无数光华，晶
莹剔透，与周边建筑上的霓红灯交相辉映，构成了大连市夜间的动人景观（图29）。墨西哥的墨西哥市五塔广
场上的五座巨塔到了晚上在泛光灯的照射下比白天的景象更巍峨璀璨（图30）。而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在翻
修后照明设计之认真严谨是值得我们广场艺术工作者学习的。为了使氧化产生的铜绿色能在灯光中呈现，设计
者特地研制了两种新色温的复金属灯，并储备了几十年的用量。灯具与瓦数是经过多次电脑分析后才予以确
定，并为了取得光线仿佛从天而降的感觉，雕像的面部被照得更亮些。从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感到夜间是展现
广场、广场雕塑魅力的重要舞台，在精心设计的灯光照射下甚至比白天更精彩动人。 

  三、雕塑在广场之作用 

  （一）广场属性与广场主题 
  并非每个广场都有明确的主题（如大连的三八广场，广州的天河城广场等就没什么主题性的表达），但从
总体而言有主题的广场占较大的比例（如青岛五四广场、大连虎滩广场（图31）等）。而广场的主题选择往往
是以其属性作为思考的依据。广场属性主要指： 

  1、文脉性：指从纵向角度反映城市历史、文化传承和城市特色。 
  2、环境性：有文义和狭义两方面，文义涉及城市范围或地区范围，狭义则只涉及区域或工程项目之领域。
内容侧重于地理位置与特点、地形地貌以及局部的地势或建筑（自然）环境等。 
  3、地域性：主要指本地区的文化、气候、风情风俗等的特色。 

   （二）雕塑是塑造主题广场之重要手段 
  广场的主题表达可有多种形式，如日本名古屋市中心公园广场是以喷水结合天然岩石来表现，广州小北
“花圈”交通岛则以石景传达，但雕塑还是最为常用的主题塑造方式。“雕塑自身主体的艺术特性决定了深层
人类精神能够在雕塑实体上获得自由存在，并强烈地向环境定向输入这种精神，具有强大的意化、情化、美化
环境功能。”雕塑较之于建筑、小品的这一特性使其在升华广场主题，提高广场文化品位，创造有特色之广场
空间等方面成为高效便捷之重要方式。而与其它造型艺术形式相比，其三维性又使它能够单独作为广场空间架
构的要素，以独立的空间成员角色与其它空间伙伴对话。 

  （三）广场雕塑与广场空间构图 
  雕塑在广场空间构图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效用是它与广场进行空间对话的重要方式，也是其联系广场
空间的逻辑纽带，更是雕塑自身之三维特性的空间价值体现。 



  1、雕塑位于广场主要轴线上的重要地段或广场几何中心，以较大的尺寸（古典广场雕塑常以较高的基座衬
托）形成控制广场空间的主要焦点，使广场成为一个核心突出、脉络鲜明的空间体。这种构图手法多用于较为
庄重严肃的城市中心广场，市政厅广场或是纪念性广场。我国以前的政治性集会广场也常用这种手法。 
意大利罗马的卡比多广场就是以中央的雕像塑造视觉中忙乱高潮的成功例子。而且它还在当年米开朗基罗修建
广场之始发挥过重要的空间定位作用。 

  广场还没修建的时候，卡比多山上的建筑秩序“极度地无组织”（图32）。广场兴建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
原有的不规则场子中安放这座雕像。依照教皇的命令，米开朗基罗被迫把这座马卡斯?奥里利厄斯骑马像从拉特
兰诺迁到卡比多。米开朗基罗通过整体考虑决定了雕塑的位置，并为其设计了一个基座。完成塑像的安置后，
又修建了新的阶梯。一个纵向的空间秩序便在元老院（以前是旧皇宫），骑马像和阶梯间建立起来了。在后对
中央的元老院和其左边的档案馆进行立面改造。最后以这纵轴为对称轴在元老院的右面修建了博物馆。这样便
得到我们今天所见的立面风格协调之梯形广场空间。 

  另外，在梯形的广场地面的中部以铺地图案营造了一个椭圆形的区域。这个椭圆区的心点正好是骑马像的
位置。十二角的星形连接着呈网状扩散的花纹，把塑像簇拥在正中，铺地图案的加入使雕塑作为广场视觉场之
中心的魅力大大加强了（图33）。 

  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广场佳作——佛罗伦萨的亚南泽塔广场也以类似的构图方式安排一座骑马像和两
座小喷泉作为广场的焦点群。亚南泽塔广场是一个东南——西北向长方形广场，广场纵轴的中点偏西处矗立着
菲迪南一世青铜骑马像。铜像背后，左右对称地布置着两个小喷水池，喷水池的连线正好和广场南侧的育婴堂
入口成一直线，构成广场横向的辅轴并垂直于纵向的主轴。这样，平面成三角形构图的骑马像和两座小喷泉形
成鼎足之势建立起庄重而又活跃的广场中心景观。（图34，35）。 

  沈阳中山广场是个直径百余米的圆形广场，广场的正中间，座东朝西安置着一组二十米高，二十余米长的
大型群雕——《毛泽东思想万岁》。群雕构图呈阶梯状自东向西渐高，西头最高处是呈挥手向前、给全国人民
指引方向姿势的十米高毛泽东像，毛泽东像基座的前方和左右两侧是由五十八个人物组成的大型群雕，叙述着
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文革期间中国人民高昂政治热情的体现，是一个时代的见证。现在它以其巨大
体量、众多人物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继续向周围散发着艺术的气息和历史的余韵，成为广场空间及这一地段的
景观标志（图36）。为表现庄重严肃的政治主题，群雕的纵轴与广场的东西向的直径重合。毛主席像安放于轴
的西头十米高的基座上，面朝西，估计其用意于表达“毛主席是东方的红太阳”之主旨。 

  2、雕塑置于广场边缘。这又有三种情况：  

  一是以数座雕塑构成广场的一个侧界面，既使广场空间有开敞的远景效果，同时又保持封闭感。罗马卡比
多广场前沿阶梯左右两侧的栏杆上，对称立着三对大理石像。由于视线受到了石像的略微阻隔，人们可以接收
到“这是广场边界”的信号，但视野并没受到太大的封闭，照样可以饱览山下的景色。石像的尺寸安排也很巧
妙，“三对石像越靠近中央的越高越大、越复杂，使构图集中，轴线突出”，加强了广场的空间结构感。而这
样的尺寸变化对它们发挥围合广场的作用也极为有益，中央入口是人们的必经之路，高大的雕像可以更好地遮
挡人们视线，同时也让人有门户的感受；而越往两边，越接近高大的建筑物，借着建筑的厚势，雕像的尺寸不
用那么大就可以起到同样的心理阻隔作用且不会与建筑产生视觉的对抗（图37）。 

  二是把雕塑安置在广场与建筑间的周边位置，避开主要的交通且有利于创造较宽而集中的活动空间。这样
就使雕塑的数量可大量增加，而不会阻碍交通与视线，并有可能使每座雕像都有一个良好的背景。如佛罗伦萨
统治广场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唐那太罗的米蒂斯和荷罗佛内斯像等一列雕像便是在凡奇欧宫墙的衬托下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图38）。而且这些雕像还可以在宫墙与地面之间形成一个“灰空间”使它们间的过渡显得更
自然和谐。广场周边主要建筑物入口的装饰性圆雕的布置也属这种类型。 

  三是以广场建筑立面上的浮雕或建筑结构雕塑的形式出现。这种手法在西方古典建筑中很常见。雕塑是属
于建筑的部件也是广场艺术景观的不可少之组成部分。 

  另外有一特殊的例子，就是青岛五四广场主雕《五月的风》的构图布置（图39，40）。“五月的风”是一
座三十米高颜色鲜红的旋风状抽象雕塑，位于五四广场主轴的南端，背海而立，与广场北端的市政府大楼遥相
呼应。这红色旋风既是表达广场主题的最触目焦点，又是标示着广场之南面尽头的醒目句号，而且无论是白天
还是黑夜（有夜间光环境配合）都给海湾相邻地段带来强烈的主题魅力。五四广场是青岛是主要的城市空间，
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高质量城市空间之一。 

  3、雕塑在广场入口处布局，对空间起着围合和导向作用。如果空间进深较大，这类雕塑不宜作主雕，如果
空间较浅则可能会突出主建筑。 

  被拿破伦誉为欧洲最美丽客厅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临海入口处有一对带雕塑的石柱，标示出广场的入
口，也是整个广场的空间标志之一。石柱分东西而立，西侧的柱顶上立着圣托达罗像，圣托达罗是威尼斯最初
的保护神。东侧柱顶上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青铜狮，飞狮左前方抓扶着一本圣书，上面用拉丁文写着：“我的圣
徒马可你在那里安息吧！”马可是耶稣的门徒，《圣经》中《马可福音》的作者，威尼斯人为纪念他而建此广
场。这抱有《马可福音》的飞狮便是威尼斯的城徽。在广场旗杆的顶部，钟塔塔身，以及圣马可教堂的尖券上
都有飞狮的身影，飞狮使不同的建筑空间拥有共同的造型元素，加强了广场各部分空间的联系（图41）。 



毛主席纪念堂前左右对称安置着两组群雕，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入口广场。由于群雕对人们的视线起
着收束的作用，因而可使参观者更强烈地感受到纪念堂建筑的宏伟肃穆（图42）。 

  4、在“L”形广场（群）的拐角处（与喷水池一起）设置雕塑，形成两部分广场的共有空间焦点，加强他们
之间的联系。当雕塑与广场拐角处的建筑物角线较接近的时候，可从视觉上起到“软化”其墙壁外角线的作
用，并与之一起充当空间的转轴。 

  佛罗伦萨的统治广场是一个自然形成的“L”形广场，在广场的拐角上紧邻美弟奇宫墙外角有一个宽阔的喷
水池，池中央立着白色大理石海神像，海神像基座和水池边上还布置着一些青铜铸造的小塑像作陪衬，形成广
场的重要景观。“它（指海神像）的垂直的形象与它背后高耸的建筑角部的线条呼应，这两者合在一起如同是
这空间的转轴。雕像造成了有趣的视错觉，因为它的明亮的色和自然的形使人的视线集中，并有助于缓和美弟
奇宫墙角高而锐利的线条。”美弟奇宫墙向南的延长线上，科西莫一世骑马像屹立于广场中，它与海神像之间
的连线，暗示着线成这个“L”形广场的两个四边形空间，同时又营造起共属于两个空间的广场兴趣中心（图
43，44，45）。 

  另外，在威尼斯的圣特若伐尼——波罗广场也出现这类构图情况。科莱尼骑马像与突出的建筑物角部把这
个“L”形广场虚分为两个空间。骑马像起着既分隔空间又使空间聚合的双重作用。但由于塑像距离建筑物外角
较远，不能产生与之一起构成空间之转轴的作用（图46，47）。 

  5、把广场主体雕塑看成前景，把其余的空间环境看作背影时应使雕塑有鲜明突出的视觉地位并在与环境的
交互映衬中相得益彰。 

  享利.摩尔喜欢把作品放在自然环境中，而在各种自然的背景里，他认为“天空是最无懈可击的雕塑背
景”。城市广场的设计史中也有这种炒用天空作为广场雕塑作品背景的例子。法国巴黎调和广场在初建之时是
把路易十五骑马像安放在正中的，在设计北面一对古典主义建筑物的时候“考虑到路易十五骑马像的观赏条
件，使在广场南端的人看过去，铜像仍然在建筑物女儿墙之上。因此，从广场上任何一个位置，都可看到铜像
在文阔的天空中驰骋。”要不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把它拆除，换成方尖碑，我们今天还可欣赏到这景致。
能以天空为背景布置广场雕塑当然最为理想，但是必须要求广场有较大的空间，而且周围建筑物也不能太高。
现代城市寸金尺土，能有一片广场已是不易，周边楼宇越建越高而且天际线常常是参差不齐，要得一片蓝天何
其之难从建筑背影之中谋求一片较好的底景，这才是实际的举动。 

  前文提及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统治广场在雕塑与建筑的配合上就很有趣味。广场的雕塑“有三种布置方法：
以建筑为背景布置雕像；以建筑为景框布置雕像；自由布置的雕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唐朝那太罗的米蒂
斯和荷罗佛内斯像，以及其它的雕像矗立在宫前使这些雕像有了建筑质感和几何形的背景和它们的自然形式形
成对比，并将它们结合成统一的设计（图38）。蓝兹凉廊目前是起到了雕塑的背景作用，它的三个拱券形成了
普罗米修斯和其它雕像的画框（图48）。自由矗立骑马人像，由于其巨大的尺度和它与美弟奇宫的构图关系而
保持其地位（图44）。”来自古典广场的经验对于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还是极有借鉴作用的。 

  现代的材料和技术为建筑提供了各种色彩和质感的可能，现代雕塑也不再只是青铜与石头，着色雕塑以其
强烈的自身形象在都市空间中象快活的精灵一下子就抓住了人们的视线，建筑物就自然而然成了其背景。《火
烈鸟》（图49）、《红色方块》（图50）、《双重阶梯》（图51），还有米罗在美国休士顿德州商业大夏前广
场的《人与鸟》（图52）、在法国巴黎德方斯广场上的巨大抽象雕塑（图53）等都是着色雕塑以其独特魅力塑
造成功之都市广场空间形象的典范，向我们宣示着色彩对于广场雕塑的特殊意义。 

  四、广场雕塑本体规律 

  （一）广场雕塑的语言特性 
  一般来说，雕塑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架上雕塑，”即展览会雕塑，另外就“环境雕塑”（这是我国沿用
日本的叫法，在西方称为景观雕塑）。架上雕塑属于纯艺术的探索和表现范畴，其主题、手法、材料等均有最
大的发挥自由，甚至有时展览场地也是经过刻意布置服从用品效果需要的。调动一切造型因素，以创造性的三
维形体开拓人类视觉新世界和思维新领域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 

  环境雕塑“本质上应是一种占有空间并对空间起调节作用的物质实体。”“雕塑的空间形式如何主要取决
于这尊雕塑在某一特定环境空间里所应起的作用如何，环境空间的移异变更，雕塑的样态也相应需要作某种改
变。空间形式一方面对环境空间的功能具备很强的适应性。另一方面，处在共享空间下的雕塑与环境是一种关
系的存在，一种互为形式的存在，因而各自对于对方来说又是主动的，调节作用就是这种关系的建立。”环境
雕塑的价值一定要在其所处的特定环境中才能实现并且受到环境整体质量的影响。对其所在环境的空间质量优
化程度是评判其价值的首要标准。在此前提下，架上雕塑的价值目标也是其追求的重要方面。 

  人类生存的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两大类，而以建筑物、城市为标志的人工环境又可大致分为室
内环境与户外环境。城市广场只是诸多的建筑外环境中的一种，开放性和公众参与性是其典型特征。以这点而
言，从公共艺术的角度对广场雕塑这种特殊的空间造型体作研究相信是比较合适的。 

  “公共艺术”是近年来提出 的一个概念，指公共开放空间中的艺术创作与相应的环境设计。所谓公共空间
就是指具有开放、公开特质的，由公众参与和认同的公共性空间。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公众活动空间的广场，其



中的雕塑相对于架上雕塑就被赋予了不少特殊的创作要求： 

  1、广场雕塑要尽可能地体现广场所在或所代表的公共区域精神上与视觉上的性格指向。  
  这是对作品主题之文化取向与精神深度的总要求。“区域”可以是一个城市，一个社区，又或是一座大型
建筑，一个建筑群，构思作品前雕塑家都应对其人员构成、公众心理、地域文化、物产、气候等综合因素充分
了解，找到有代表性而又深刻独到的角度，然后在造型中尽量体现出这些认识。如美国华盛顿国立美国历史博
物馆前广场的《无限大》（图54）以一根自由运动状态的闭合不锈钢线形体积隐喻历史的无限发展和时空的浩
渺。这与附属于博物馆之广场的精神与文化指向非常协调，且形式简洁、特殊，让人过目难忘。再如法国西部
小镇布雷斯特的一个广场中，不锈钢管和球构成了有趣的抽象雕塑。“像渔业中使用的浮标一样的不锈钢球从
船的桅杆上垂下来，利用小镇风很大的特点，使球摇来摇去，映在球中的风景也随之晃动，让人感觉大地在摇
晃。”海岛的特色与风情正是通过雕塑传给人浓浓的醇香（图55）。 

  2、广场雕塑作品要具备与公众交流的性质。 
  即除了与观众精神上沟通的艺术品共性外，还要从形式和造型上加强作品的可及性、参与性，甚至可触摸
和攀援。这种彻底的开放精神正是公众艺术区别于架上作品的一大特色。 

  以休憩、娱乐、商业等活动为主要功能的广场尤其适合而且需要这类平易近人、亲切可爱的作品。丹麦哥
本哈根中心火车站前公园广场上罗伯特.雅各布森的铁和石材做成栅栏和方格状的作品，不单供人们观赏，还是
儿童们喜欢的攀援和游戏伙伴（图56）。另外，法国克鲁瓦?珀蒂广场的《嬉水场的喷水》更是一件让人愉快的
作品（图57）。这是一个生活区里的小型休憩广场，广场一角上十来平方米的小水池里以彩色的砖块砌筑出一
个童话式的人的形体，其胸前还有水花喷出。孩童们喜欢爬到上面或靠在旁边，在与这“大玩具”的接触中领
略到了艺术的可爱。 

  3、力求把新思想、新形式、新材料运用于雕塑作品，创造广场空间的活力美、时代美。 
  这一点对现代广场空间艺术生命力的创造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新材料的运用往往可以触发新形式、新观
念的萌生。在美国的百分比公共艺术计划中，艺术品之选用材料的新颖性和加工方式的原创性是评审是否通过
该艺术方案和重要参考。这点值得我国有关部门与人士大力借鉴。 

  4、注意雕塑语言的通俗性、避免雕塑家个人艺术语言探索在广场雕塑作品中带来曲高和寡大众难以接受的
境况。 

  创造是艺术家的神圣天职与价值体现。“艺术创作包含对传统的承继，也包含着个人的创意。一代艺术创
作中被人们认同与接受的东西，形成了艺术作品的公共性。而那些个人创意中未被广泛接受的部分以及艺术家
试验形态的那些部分，虽然生动、新颖，虽然经常属于视觉语言的开拓，但在大众面前常常“曲高和寡”，难
以进入大众的审美层次，更谈不上实现公共艺术的审美的创作动机。然而艺术家总是希望自己的独特创造让更
多的观众接受，公共艺术本身也客观上需要新鲜血液的加入。今天“曲高和寡的东西”可能明天就变得通俗易
懂。怎样解决这“曲高”与“易懂”的矛盾，对于每一个从事广场雕塑、从事公共艺术的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
战。真正地关心大众的生活，关心大众的文化需要、心理需求，不要关起门来、孤芳自赏，努力探索、不断尝
试，也许会有助于提高我们解决这矛盾的能力与技巧。 

  5、“形调”与色调的和谐。 
  归根结底，广场雕塑还是造型的艺术，形态、材质、尺寸、体量、肌理、色彩等是其最基本的表达元素。
在架上雕塑中这些因素可随作者主观表达愿望尽情发挥，但处在复杂的广场空间环境里，与既有空间环境融洽
相处、优化空间视觉环境是其根本目标。与周围空间构素在形调与色调上的谐调或呼应是处理其造型因素的重
要原则。 

  在此“色调”的涵义与人们一贯的理解无异。“形调”则是笔者的生造词，指建筑、雕塑等三维造型通过
其形状、起伏、构成等造型因素所产生的态势、格调、情感或“性格”上的总体趋向或氛围。由于对形状、起
伏等造型因素的视觉判断不可能依赖数据化的分析，纯属感性行为，所以笔者认为无需分门类地研究每项因素
的影响与作用，而应从总体上把握各种因素综合作用而得的整体效果。因而“形调”是个感性化的带有一定模
糊性的概念。 

  广场雕塑与建筑等广场空间构素间“形调”与“色调”的联系可有不同的具体方式。巴黎蓬皮杜文化与艺
术中心右侧休憩广场水池中的雕塑，以机械式的造型与绘有斑斓色彩的漫画式造型构成具有法式幽默感的广场
雕塑作品。这些处理与艺术中心大楼如化工厂一般的全暴露的金属钢架结构和彩色管道取得了“形调”及“色
调”上的某种呼应与协调（图58，59）。另外野口勇的《红色立方体》的方形与广场周围大厦的梁、柱、窗等
结构与造型中无处不在的矩形取得“形调”的协调。而火红的颜色与周围建筑的黑色、灰色立面则以“色调”
的对比而获得沟通（见图50）。还有美国底特律市民中心广场，野口勇设计的形如UFO《即飞碟等不明飞行
物》的不锈钢雕塑，仿佛是不远处那不锈钢外墙的楼群所衍生出的精灵（图60）。 

  单纯从造型角度而言，与周围的建筑物等空间要素在“形调”与“色调”上的沟通是使雕塑造型能够融进
广场大环境的有效方法。 

  （二）广场空间中的纪念性雕塑 
  纪念性雕塑与广场空间的紧密结合可以说是西方广场建设的传统内容之一，最早可追溯至古罗马时代。我



国的广场很大比例上也是沿袭西方此做法，以对人或事的纪念作为广场空间焦点的主题，即使广场空间并非以
纪念功能为主（如前文所述的广州海珠广场的广州解放纪念像、沈阳火车站的苏军解放纪念碑等皆是在城市交
通广场或车站广场等空间中的纪念性雕塑体）。即便如此，纪念性雕塑在我国的城市空间中所占的绝对数量还
是很少。还有许多值得纪念的人与事应该用雕塑的形式来表现。 

  纪念性雕塑的艺术手法在我国似乎已形成了某种“格式”或“惯性”；以具像写实的人物形象以景爷或颂
扬的态度来描绘所纪念的人或事件，非此则不敬。笔者以为作为艺术家应从艺术与文化的角度对纪念主题的表
达作更宽阔的语言探索。 

  美国费城的四件出于不同时期雕塑家之手的富兰克林纪念雕塑，在艺术语言上的差异可谓大矣。第一件纪
念像完成于一八九九年，以传统的写衬托 法表达（图61）。第二件是进驻口勇于一九三三年创作的抽象作品
“闪电”（图62）。“高达一百一十英尺的不锈钢体，其顶端造型似闪电，令人联想到在风雨中放风筝的富兰
克林。”第三件是波普大师欧登伯格的“裂开的钮扣”。他与原有的坐姿铜像开了个玩笑，认为身穿长大衣的
富兰克林可能掉落了一粒钮扣（图63），他乃将这颗裂开的掉落钮扣放大至十六英尺直径。第四件是后现代主
义的作品，以不锈钢板镂空，显出富兰克林的剪影形象，并组合成架状的雕塑体（图64）。 

  都是纪念富兰克林，竟有如此迥异的形式，对于板起脸来搞纪念像的某些雕塑家业说，也许是个启发。但
国情不同，民情相异，我们的艺术语言能有多大的自由空间。只有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努力争取了。 

  （三）我国广场雕塑之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晚期之后，我国的城市雕塑、广场雕塑在量上有了巨大的飞跃，在质上也
有长足进步。尤其是近几年，广州、青岛、沈阳等不和城市的广场空间中又出现了一些深具地方特色和文化内
涵的优秀作品。 

  广州雕塑公园《古城辉煌》广场的雕塑主题紧扣南越古国之文明，尤其是主雕“力士托印“，以象征手法
表现古南越政权之建立，追溯羊城历史颂扬灿烂悠久之岭南文化，激励今人。雕塑语言奔放有力，给观者以强
烈的视觉冲击（图65）。 

  沈阳市中心广场亦以金灿灿的二十米高图腾式主雕——《太阳鸟》象征城市渊长的历史和辉煌的未来。雕
塑造型来自七千二百余年前、新石器时代新乐部落的图腾，是1978年在沈阳出土的。广场以此造型追溯沈阳市
文明之源，城市之端，并名之以《太阳鸟》（图66），表达今人对光明前途的憧憬。另外，青岛市府广场表现
青岛是五四运动之发端的空间立意，也是通过三十米高的抽象雕塑《五月的风》得到别有韵味的表达。 

  从这些优秀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广场雕塑艺术正向着更多元、更深刻、更有地方与时代特色的方
向发展。广场雕塑在表述广场主题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其艺术手法和审美趣味。但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不少雕塑在主题选择和艺术表现上又陷入了新的误区。腾飞、鹰、龙、十二生肖、改革、开放等命题被不少广
场反复引用，表现手法常常不是略带装饰性的具象造型就是以一些球、飘带、圆管、圆柱或向上尖细的造型程
式化地组合成时髦的“抽象雕塑”。负面的因素并不能阻碍我国广场雕塑事业的发展，但我们必须尽快走出误
区。 

  五、结束语 

  广场建设在我国是个年轻的学科，虽然它至少与共和国同龄，但与西方二千多年的广场艺术史相比，只能
算个刚堕地的婴儿。几十年断断续续的建设中，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怎样使我国传统
深厚的建筑文化，雕塑文化与现代广场建设从根本上融合，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广场艺术形象。这是有待我们
景观设计师与雕塑家们解决的难题和追求的目标。 

  笔者以雕塑人的立场，为广场雕塑创作服务的用心，从广场空间与雕塑关系的宏观角度和广场雕塑本体的
微观角度出发，试图从中外的广场实例中寻找更好地处理广场与广场雕塑关系和进行广场雕塑创作的有效理论
参考。由于本人实践经验不足，理论素养浅薄，加上原始资料的有限和研究范围内的理论参考的缺乏，文中肯
定存在不少谬误。敬请各位师长，各位同行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