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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东门成府园区建成的光华管理学院新楼旁，立起了两座雕塑。一座是中央美院申红飙创

作的“蒙古汉——站”，一座是田世信创作的“刚柔之道——老子像”。两座当代中国艺术作品放在了

一起，又放在了素为舆论焦点的北大，一时引起极大关注。 

 

我们都知道，两座雕塑的作者都是严肃的艺术家。因而，我们也须以同等严肃的目光，审视一下这

两座雕塑。 

 

“刚柔之道——老子像”中，老子的身躯和四肢似乎被皮质的口袋束缚着，因而凸显了其面部特

征。老子张开的嘴露齿吐舌，以舌喻柔，以齿喻刚。嘴中齿只存一粒，舌则全存，与题目相应，观者可

以方便地理解《道德经》中老子反复言说的刚柔之道：“柔弱胜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

坚”，“揣而锐之，不可常保”…… 

 

天天看到雕塑的人中，有光华管理学院研究金融、管理、会计、证券的MBA、EMBA、正在成长的本

科生，有路过的法学院的学生，还有钻研自然科学的严肃的理科生。老子像的存在，是否有可能在网络

时代重新引发学生对《道德经》文本的兴趣呢？是否可能引发学生对《庄子》中描述的孔子与老子数次

相会的兴趣呢？是否可能让MBA们深入思考商战中刚柔之道的尺度呢？ 

 

“蒙古汉——站”是作者一组四尊雕塑中最有气势的一尊。雕塑中蒙古大汉的肌肉、力量感明显与

西方以“大卫”、“思想者”为代表的肌肉美感呈现出不同，这是一种典型的带有民族和草原色彩的独

特美。雕塑通过艺术家的神来之手，抓住和放大了这种独特的美感，视觉冲击力极强。北大成府园区的

建设几近完工，主体为多幢有玻璃幕墙的现代大楼，来自草原的蒙古汉与现代建筑的反差，忽然给这些

钢筋水泥带来了生机！ 

 

那么，这座雕塑是否会引发MBA们对本土美与西方美之间差别的兴趣呢？是否会引发他们对东西方

管理之道差别的兴趣呢？北大教授林毅夫曾说，目前通行于大学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源于西方，有可能并

不适合中国，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 

 

吊诡的是，两座雕塑被放在一起，这更增加了解释和理解的多向性。有人将老子张嘴归因于对蒙古

汉裸体的惊讶。那么，老子是否会对“裸体汉”表示讶异呢？ 

 

蒙古汉虽强壮，然细观其面部表情，会看到一种与草原和自然相接近的淳朴、天真和憨厚。《道德

经》中老子常用婴儿的比喻，表达自己的理想，就是人们的品德归于自然，达到纯真浑朴的状态。“含

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沌沌兮，如婴

儿之未孩”。裸体蒙古汉从一定程度上看，似乎就是老子的理想，他也许会微笑以对。如果他真的惊讶

了，会是惊讶理想突现于前吗？ 

 

以上是为一解，抛砖以待玉。 

 

在我国大学中，我们已可以看到一些雕塑了。对于这些雕塑的意旨，千人往往会共有一见，因而观

者内心会忽略其存在。在北大校园内同样有很难被大家记起的雕塑。光华管理学院两座雕塑放在一起，

不但引发了北大师生的关注，更几乎引发全国热议，由此可见艺术的魅力、美的魅力。联想引发思考，

思考引发探究，探究会导致新的理解和发现。我们所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大学吗？ 

 

其实，雕塑还不止这两座。细心的人如果再往光华管理学院新楼内部一走，会发现还有多尊小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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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缀其间。其中包括清华大学美院魏小明教授的“行云流水”和“惑鱼”，申红飙的四尊小雕“蒙古

汉——跪、蹲、站”和“射箭”，田世信的“鲁迅像”，还有其他当代中国雕塑家的著名作品。在这里

聚集如此之多的优秀雕塑作品，一时使得光华新楼俨然成为一座小型的“美术馆”了。光华管理学院因

为这些雕塑，平添了许多艺术气息。 

 

近代教育史提倡美育的第一人和“唯一的中坚人物”，恰是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美育一词就是

他从德语翻译而来。在民国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任间，蔡元培十分重视美育独特的教育功效，认为美育

可以陶冶人的感情，有助改造社会，使社会更加和谐和美，更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美术家得科学

家的助力，技术愈能进步；科学家得美术的助力，研究愈增兴趣”；“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

很有意义，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蔡校长甚至认为，美育可以培养学生创

业的志向、冒险的精神和始终如一的事业心。 

 

当我们的注意力仍被大学教育评估、抄袭和学生杀师这样的问题所纠缠，大学美育似乎已被长久遗

忘。光华管理学院雕塑在此时立起，似乎是对北大、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提醒。 

 

这些雕塑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暂时借给北大展出，产权尚不属于北大。希望北大有校友捐赠购买，

把这些雕塑长久留下，那么到未名湖畔的游人，未来也可多一个瞻仰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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