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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是造型艺术的重要形式之一。有悠久的历史，是古代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通俗生动，启
人深思，陶冶情操，美化生活的功能。 

  优秀的雕塑作品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瑰宝，也是历史上人民的文化艺术和智慧的集中表现。追溯人
类文明的历史，由于人类不断劳动实践，创造了生产工具，创造了文化艺术，雕塑艺术也随着萌芽茁长。它经
历了漫长演进的道路，为全人类各民族、各时代做出了不同的贡献，谱写了人类历史极其绚烂的篇章。 

  一 、室外雕塑  
  所谓室外雕塑，一般是指纪念碑雕塑、园林雕塑、陵墓雕塑、建筑装饰性雕塑、喷泉雕塑、摩岩雕塑等，
安置在室外的雕塑的总称。室外雕塑一般采用大理石、花岗石、金属以及其它硬质材料建成，不怕风吹雨淋和
日晒，能永久保存。 

  城市雕塑的设置。当雕塑家接受雕塑任务后，在构思过程中，就应考虑设置的部位和四周环境，并根据不
同地点和环境，设计不同的题材、式形、体量大小、色泽以及视觉效果等。如放在城市广场，十字街口的雕
塑，要照顾到人们能从四面八方，各个角度进行观赏；如具有重大政治的纪念碑、杰出的历史人物、体量较大
的群像，喷泉雕塑等，与建筑群和街景融合一体则效果更佳。 

  大型雕塑设置，根据空间部份和四周环境而定。如放在海港、原野、山坡上，以大海、天空、万里江山为
雕塑背景，按视觉和题材可以雕塑几十公尺的大型雕塑，作者必须注意人物的比例、动势，气氛和整体的效
果，特别是远看的大体效果。如美国南达科塔州的“拉什莫尔国家纪念碑”，在几千英尺高的山峰上雕了四位
总统的巨大头像，只能从很远的山脚底下从正面去欣赏。法国雕塑家巴托尔蒂创作的“自由女神”，建立在大
西洋一个孤岛上，连底座高达100米，在很远的海洋上就能看到《自由女神》高举火炬及雕像的外型轮廓。前苏
联大会战英雄纪念碑设置在一个山坡上，是一座雕塑综合体，从雕塑底座到宝剑最高点，约有一百公尺。超过
人十倍或几十倍的大型雕塑，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雄伟感，以其气势宏伟、壮观、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纪念碑雕塑是室外雕塑的重要部分，多数设置在广场、公园、十字路口等公共场所。它们在增强建筑景观，园
林景观、美化城市，突出主题，渲染气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解放后我国兴建各种形式的纪念碑，领袖像和英雄人物，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在国外，这类纪念碑更为普遍。如前苏联、美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
亚、朝鲜等国家。仅波兰就有小型纪念碑四、五千座。英国伦敦城，街上设置的纪念碑，到处能见到。纪念碑
的雕塑艺术形象，往往可以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歌颂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为主题，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积极的
教育作用。 

  放在公园、居民住宅的雕塑。近几年来已引起人们的重视。设置地段可以自由选择，可以设在绿地草坪
上，花丛中，水潭中，绿荫树丛中等。雕塑尺寸不那么大，题材、形式比较自由。可以做人物、动物、神话、
民间故事，也可以设置变形甚至是抽象雕塑等。凡是美的健康的，歌颂人民，赞美生活的题材，都可以表现。
室外雕塑的设置，不论大型小型，有的要利用原景物来衬托雕塑，有的可以适当改造环境衬托雕塑，有的利用
雕塑色泽突出雕塑。总之，室外雕塑尽可能做到与周围环境相结合，与周围园林建筑的风格协调一致。 

  光线的利用对室外雕塑十分重要。室外的光源主要是太阳。一日之间，上午、下午、中午光线有很大的变
化，晴天和阴天的效果也不同。一年四季的阳光位置也都有移动变化。光源不同，光线的强弱不同，雕塑的形
体与形象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室外雕塑忌朝北的方向位置。因为它终年背光，主要的形象在暗部，看不清，
会影响雕塑的形象。雕塑表达最充分的角度，最好朝南偏东，利用光线与雕塑形体的处理不同，可以出现多种
不同风格的作品。如法国雕塑家马约尔的作品，避免阳光强烈的阴影，把雕塑形体结构底凹处适当填满些，在
不同阳光照耀下都感到造型柔和、流畅、饱满而富有弹性。正由于塑造细腻柔和，在强光下总感到闪闪发光。
另一位法国雕塑家布尔德尔的作品，强调形体起伏，大体大面，在阳光下受光面和暗部对比鲜明，显出强烈的
体积感，具有粗犷奔放的艺术效果。印度古代雕塑采取夸张概括的手法，很有分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
雕塑家贝尼尼的雕塑都以形体生动，精巧细腻，追求局部细节的质、量感的刻画而闻名。现代一些外国雕塑家
趋向简练变形，总之许多形式风格多样的雕塑作品，是利用雕塑形体造型和利用光的不同而形成各自的艺术特
色。中外许多雕塑家处理好适应室外光线的艺术形象，在解决光线问题方面，采取“反光”、“明光”、“柔
光”处理等办法，创造出许多优秀作品。 



  雕塑的视角，是指人们视点与雕塑之间的距离所造成的角度。不论室外大小型雕塑，一、要考虑四面八方
各个角度的构图和艺术形象；二、要考虑雕塑大小、高低及位置的决定是否适当，这些对创造雕塑艺术形象有
重要作用。同样一件雕塑作品，摆在不同位置，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是常识。放置在广场的雕塑，要有远
看的距离，一般视角较小接近平视，容易产生亲切感。近看时要仰看，视角大容易产生雄伟高大感。如龙门卢
舍娜大佛，一般在平台欣赏。距离近，要仰视才能看到大佛的面部，此时你会感到佛像的雄伟高大。雕塑大小
与视点的距离，以二至三倍为最佳。太近只看到局部，看不到整体大效果。所以雕塑设置大小一定要与环境相
呼应。如在一块不大的广场，设置一件大型群像雕塑，就会感到太闭塞。好像大人穿小孩的衣服，会感到不舒
服，显得大而不当。如雕型太小，会被周围环境所“吞没”，不能引起人们注意。所以雕塑家要到实地进行考
察，然后进行精心设计，做到“量体裁衣”。 

  室外雕塑要强调建筑感，特别是大型雕塑这就是要使雕塑整体的基本形，达到近似建筑之简练、明快，完
整造型的要求。它又通过雕塑形式感来体现，要求雕塑作品给人们视觉印象产生宏伟、奔放、刚毅、厚重、强
壮、勇猛、典雅、灵巧、稳定、秀丽感，就是说，运用这些形式，使室外雕塑更加丰富多彩。 

  二、雕塑与建筑 
  建筑艺术是造型艺术之一，它与雕塑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雕塑从属于建筑，是建筑的组成部份，但也有
建筑为雕塑而存在的，所以两者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在各个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建筑，有各种不同的
风格，相应地也产生了各种不同风格的雕塑艺术。1998年，我以美术家的身份赴法国进行文化艺术交流，在巴
黎国际艺术城举办了一次个人美展，而后我出访，考察了欧洲十余个国家：意大利、英国、德国、荷兰、比利
时、西班牙、希腊，最远到了埃及，访问了这些国家的首都和主要大城市。在埃及，我从尼罗河畔卢柯索逆水
行舟，经爱迪富、阿斯旺、侃翁勃等宏伟的神庙遗址。以卢柯索神庙为最大，几处残缺倒塌的神庙建筑都是采
用花岗石建造。在石墙壁面刻着轮廓清晰的大型浮雕，在卢柯索神庙庭园中部地段。还遣存着直径三米、高20
余米的146根柱子，每根石柱刻满浮雕。有的回廊每根柱子外部雕刻着，形体概括，比例匀称，姿态庄严，平静
的大型雕塑。迄今已有三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在奴隶社会有这么高的文化艺术造诣，真不愧为世界文明古国。
在希腊雅典卫城小山坡上的巴底隆，是奉祀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的神庙，在原建筑物上装饰着125.08公尺长，
100公分宽的饰带浮雕，90块回檐的高浮雕和东西三角墙（破风）上的两组雕塑。这三部份雕刻的构图、内
容、形式和作品的艺术处理，使雕塑与建筑构成一个整体，成为世界美术史上伟大的典范。我在实地考察时，
只见到巴代农残留着倒塌着的四周石柱的屋架，有部份残留雕塑在博物馆中才能看到。还有在巴底隆右侧的依
瑞克先翁神庙，西端建造了六尊女像柱廊、安详、宁静站立着支撑头顶的屋檐使雕塑与建筑紧密结合，增加美
感。这种巧妙的处理，是建筑艺术史上不朽的珍品。到了意大利可以看到精美的建筑艺术。凡是精美的建筑都
离不开雕塑装饰，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前宏大的广场中间竖立着巨大的古埃及方尖碑直插云天，两边建造椭圆型
柱廊，在柱廊女儿墙上装饰着96尊3米多高的圣徒雕像，神态各异，构成华丽壮观的气势。圣彼得大教堂内部，
高大无比，巨大的石柱、墙壁，屋顶布满世界一流的园雕和浮雕，使我们流连忘返。圣彼得大教堂是建筑艺术
世界之最。还有《祖国祭坛》，这座宏大的建筑物，装饰着无数雕刻，现已成为罗马市的重要景观。米兰大教
堂室内和室外墙面及屋顶装饰着和真人等大的石雕像1200余件。罗马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建筑正面装饰雕塑以及
基培尔蒂创作的佛罗伦萨洗礼堂两扇大门上的浮雕，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品。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
教堂》，这座教堂施工长达百余年，迄今仍未完成，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的结构，向上高耸呈尖塔形，在正门
和后门入口处穹形门顶设置着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雕塑。整座建筑造型怪诞，独树一帜，博得观众赞赏。还有
巴黎著名建筑巴黎圣母院入口门楣浮雕和圆雕，晨星广场的《凯旋门》，整座建筑浑厚稳定，前后、上下布满
雕塑，显得格外壮丽，雄伟。《舞蹈》这组高浮雕由著名雕塑家卡尔波创作，是安置在法国巴黎歌剧院正门的
装饰性高浮雕之一，其他还有三组雕塑。室内陈列了二三十座各历史时期杰出戏剧家的全身释典，各个休息室
也陈列了名人胸像，甚至在楼梯上也装饰着人物和动物雕塑，使整座建筑是有更高的艺术性。巴黎浮宫、凡尔
塞宫、大皇宫、小皇宫以及巴黎市政大楼，都布满了装饰雕塑，建筑有了雕塑装饰，显得格外富丽堂皇。我国
古代建筑，庙宇、塔、庭园、祠堂、住宅、宫殿的梁柱，窗格、栏杆上面都雕刻着极精巧的圆雕浮雕以及镂空
雕，它与建筑结合得非常巧妙，构成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随着国强民富，经济繁荣，近些年来，我国
雕塑与建筑结合更为普遍。 

  雕塑与建筑还有一种微妙的依存关系。中外一些大城市，在建筑物前（四周）安放雕塑，这些不同内容和
形式的雕塑，从属于建筑景观范畴，在国外极为普遍。如意大利著名的佛基奥宫前的《大卫》雕塑，美国费城
艺术馆前的群雕，北京全国农业馆前的两组雕塑，北京、上海体育馆四周安置的体育运动员雕塑，巴黎歌剧院
四组雕塑直接与建筑结合外，还有三十余座比真人大一些的单人铜像雕塑环绕一周；奥塞宫前置放的各种族雕
塑，这类雕塑与群众联系最密切，受到人们的欢迎。无论是以建筑为主，还是以雕塑为主，都要起到互相配
合、互相衬托的作用，达到突出主题和加强美感，美化城乡面貌，丰富人民生活的目的。 

  三、雕塑发展的条件 
  雕塑艺术，不论古今中外，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一要时代繁荣昌盛，人
民生活水平和意识形态的提高。二是政府领导扶持。具备这些条件，不论室内还是室外雕塑都能得迅速发展。
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大量丰富多产的遗产可以证明这点。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古代的奴隶主，封建统治阶
级君主，都利用宗教，通过雕塑这种形象化，普及化的艺术形式，潜移默化，改变人们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服
务。我国古代统治者不惜代价大量建造寺庙，塑造佛、神、菩萨、金刚、力士、罗汉等，遍及全国各个角落，
唐代女皇武则天施舍宫中脂粉或开发龙门奉先寺大石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又如敦煌石窟、四川大足石窟、
山西大同石窟，麦积山石窟以及南京栖霞山、杭州飞来峰石刻等，还有山西晋祠圣母殿、山东长清县灵岩寺、
江苏天县圣保寺、东山紫金庵的雕塑以及秦始皇兵马俑雕塑、乾陵、顺陵、茂陵、明孝陵、十三陵墓前的石人
石马雕塑，都已成为我国文化的瑰宝。在外国各个时代的雕塑发展更为丰富。如埃及没有奴隶主法老的奴役，
就不可能有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希腊没有执政者伯里克的支持菲迪亚斯，就不存在巴特农神庙，在意大利没有



教皇朱里奥二世的支持，就不会有米开朗基罗一系列的名作，没有列宁倡议的“纪念碑宣传法令”，苏联的雕
塑得不到这么快的发展。一九八二年中央领导批准中国美术家协会关于全国重点城市建立雕塑的建议，随着社
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在短短十几年中城乡雕塑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史无前例。美国是国强
民富的国家，没有丰富的经济实力，不可能出现《拉什莫尔国家纪念碑》。高拉什尔几十公里的黑山，规模更
大的山雕《狂马犹长》正在兴建，作者是科尔扎克，从1936年开始劈山搬石进行半个世纪了。他设计的雕像总
高约170余米，是目前世界上最高大的雕塑。世界上一些优秀雕塑作品，都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历史文
化，反映城乡经济建设成就及其精神面貌，对于城乡面貌的美化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它们终年屹立在广场、
十字街口、公园、港口、码头、墓前、山上、原野以及公共场所，歌颂革命业绩 ，纪念历史伟人，宣扬民族文
化、表现时代精神。对广大人民群众德育、智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而且以美的形象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丰
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城乡雕塑是空间造型艺术，它与广大群众联系最为密切，是一项最有效的宣传教育手段，
具有其他造型艺术难以代替的巨大的社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