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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艺术创作、教学、研

究 30 年，通过塑造中国历史杰

出人物雕像，希望赋予中国精

神以艺术的表达形式，在国际

社会传播与弘扬中华文化。为

此，我在两岸三地举办艺术展，

继而在日本、韩国、美国、法国、

英国、联合国总部、意大利巡回

做展。这种经历让我深深体会

到，传播文化最好的方式是对

话，而不是单方面的中国文化

走出去。

这是因为，在与世界的交

流与相互影响、融汇的过程中，

当代艺术作为多重文化冲突中

的重要角色，能以其独特的身

份促进对文化差异的理解、认

识、沟通和协调。从这个角度

来看，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富有

策略地推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

国际，走向未来。

2012 年，我在世界雕塑之

都罗马威尼斯宫办展，其中就

有一组名为《超越时空的对话》

的作品，将达·芬奇和齐白石两

位老者同立在一艘“船”的两

端，默默迎接如潮的观者。我

的创作初衷，就是在当今中华

文化复兴的语境下，把中西艺

术大师同置于一个对话空间，

从而找寻中外艺术在精神旨

趣、艺术力量方面的契合点。

我深信，这种力量，是能够超越文化差异、种族差

异、美学特质差异等诸多因素的。

展览期间，有人曾建议，将我本人的形象印在

海报上。但是我认为，我不是表演艺术家，用不

着展示自己的形象，应该把作品放在更突出的

位置。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意大利人乃至全

世界的人都知道达·芬奇，但并不一定认识齐

白石。而在我看来，达·芬奇从文艺复兴的

壮阔图景中走来，闪耀着科学精神与人文之

光；齐白石则从中华文化的厚重传统中走

来，是东方哲学与艺术审美的集中代表。他

们之间的“对话”，寓意中意两国乃至整个东

西方文化跨越时空的交流，意义深远。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还很陌生，我们

需要找到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才能

让别人了解我们。同时，并不是花

大钱到国外做中国形象宣传，

就一定能取得令人满意的

效果。有很多办法

能够起到四两

拨 千 斤 的 效

果。比如，中国

美 术 馆 办 展 时

会 推 出 夜 场 ，邀

请外国驻华使节、

文化参赞和在华工

作 的 外 国 人 了 解 中

国艺术 ，通 过 他 们 的

眼睛更好地扩大中国文化在

全世界的影响力。这是一个

不需要“出国护照”的文化“走

出去”。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影响

力决定了它对世界的贡献。今

天，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文化

艺术在世界上的简单参与，应

该把推动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

播作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吴为山口述 敖蓉整理）

2014 年 6 月，一个以“心灵对话”为主题的雕
塑展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对话的双
方，一位是52岁的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一位是
84 岁的法国当代雕塑大师克罗德·阿巴吉。两位
雕塑家的代表作《老子》与《旅行者》采用同样的材
质青铜，展开了一场中西方文化的艺术对话。法
兰西学院通讯院士、著名艺术史论家、艺术评论家
莉迪亚·哈朗布尔评价说：“他们的创作虽然源自于
截然不同的文化，但作品在风格、形式上有着相似
之处，都超越了各自的文化，有一种共性，同时又彰
显着区别。”

文化是艺术的土壤，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和而
不同、美美与共”的艺术。吴为山的艺术创作之所
以能够表达出中国美术空阔流动的意境和写其意
而不重其形的手法，与他 20 多年来始终追寻“人”
的主题，始终仰望着那些既融于大众又独立的思
想者息息相关。

独树一帜

我要用手中的泥土,去留住哲学家
的思考、科学家的思维、教育家的思想

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常常来自于一次次的田野
采风，来自于对自然的描摹和人性的捕捉，这种工作
方式直接映照在吴为山的脸上。与他的家乡江苏
所养育出的细腻温婉的面孔不同，吴为山的脸似乎
被阳光格外垂爱，呈现出与他手中雕塑黄泥相似的
色泽。正如在他侃侃而谈为数众多的代表作时带
给人的自信和开朗，能够让听者感受到他所崇尚的
无垠天地间心与物游的理想境界。

天人合一的老子、天外莲花第一峰的黄宾虹、
迥立向苍穹的徐悲鸿、悲欣交集的弘一法师、独立苍
茫的高二适⋯⋯500余尊迥异而富有个性的人物雕
塑构成了吴为山的美术世界。吴为山说：“为杰出人
物塑像的同时，也是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他的雕塑
对象，很多都成了良师益友、知音知己。

吴为山的第一件雕塑精品——林散之塑像，
诞生在故乡南京。1991 年的夏日，“当代草圣”林
散之的长子林昌午找到吴为山，请他为林老做雕
像。初闻此言，当时 29 岁的吴为山暗想：虽然自
己出身于艺术世家，伯祖父高二适与林老相交甚
笃；虽然年少时曾受业于民间泥塑大师高标、喻香
莲,后又接受了专业系统的油画训练，但是，将老
人的风骨拿捏出来，到底不是一件易事。

自信很快战胜了忐忑，吴为山决定试一试。
一连几个晚上,吴为山细细品读大师的诗作、文
章，从中追思记忆中大师的言行。就在用心与大
师神交中，他从林散之行云流水的草书中看到了
老人的影子。终于，灵感一现，他拿定了主意，迫
不及待地抓起塑刀，一挥而就。

“父亲活了！”雕塑送到了林昌午手上。林昌
午激动得连连赞叹；“林老先生活了！”雕塑放进林
散之纪念馆,参观者们啧啧有声。

这次创作，也让吴为山找到了艺术的方向。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如此享受与大师对话的创
作过程。从林散之开始，心底里泉涌般的灵感将
他淹没。他迫不及待地联想到了太多人口口传唱
的先贤志士，他们身上似乎都有一种温容刚强的
力量,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气场。“他们是我们
民族的脊梁!我要用手中的泥土,去留住哲学家的
思考、科学家的思维、教育家的思想，以表达我对
祖国泱泱五千年文明的敬意⋯⋯”

给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的历史人物塑像，
听起来过于大胆。但吴为山更相信自己的直觉，
他立志找到孔子、李白、鲁迅⋯⋯以及当代文化名
人身上所展现的不同时代气质，甚至让这些名人
塑像成为人物形象范本，当做后世人了解过去的
一扇窗户。于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吴为山
开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项使命——为中华文化
名人塑像。吴为山说:“艺术家要有选择的智慧和
勇气，不要一味赶潮流。潮流总会消逝，时代的洪
流才是永恒的。选择之后,坚定地做下去。”

这种创作的热情来源于他对生活的细心描
摹。每到一地，他都会静静观察周围的人和环
境。在他看来，香港的一栋楼、上海的一栋楼、乌鲁
木齐的一栋楼之间，都有明显的差异，尽管他们都
是泥瓦建成的。34 岁那年夏天，吴为山应荷兰艺
术基金会邀请，作为交流学者赴荷兰参加“中荷红
白蓝艺术项目”研究。他最喜欢在下班后或是星

期天，到当地小古董店淘宝。路边的小店很安静，
只有来客人的时候，门口的铃铛才会响一下。在
由老物件、旧书籍营造的古典环境中，即便看不懂
外国文字，看书也是享受。吴为山还喜欢观察看
店的老太太、老先生，他们满头银发，坐在桌前一边
看书一边招呼客人，夕阳在他们脸上投注的光线，

“让生命的力量超越了形貌”。

刚柔并济

写意雕塑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写意性，我们应该把这种传统继承起来

艺术是什么？在吴为山看来，它是重在精神
表达、灵魂塑造的形式。“展现一个人的精神，胜于
刻画一个人的形貌，因为人们的精神面貌，离不开
所处的时代特征。”

在同样的中华文化滋养下，不同的时代塑造
了孔子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苏东坡时代的知识
分子形象、鲁迅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当代知
识分子形象。吴为山在进行人物创作时，最重要
的工作是研究时代、学科、理论等外物对人的影
响。“科学家和诗人的长相就不一样。科学家大多
长得周正，艺术家则越长越与大自然联系起来，比
如齐白石的嘴、体态，与杨振宁有很大不同。”

对人的形态的敏锐捕捉，使吴为山在造像中
游刃有余。他常常能将瞬间的“神启”固化为永恒
的结晶。

一天午后，吴为山应邀为好友、著名设计家速
泰熙的外孙做脚模。出生仅 4 个月的婴儿正睡得
香甜，脑袋微微后仰，小嘴半张如含羞的花蕾。吴
为山似乎触摸得到那种弥漫在婴孩呼吸中的真纯
与美好，他激动地颤抖着，捧起一把温热的泥土。
几下抓捏之后,一个憨态可掬的《睡童》便咿咿呀
呀地“蹦”了出来。“这绝对是会进博物馆的作品!”
吴为山以艺术家的自信，欣喜地说。

这件作品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他创作的体积最
小的雕塑了。然而，这个手掌大小的泥娃娃荣获
英国皇家雕塑“攀格林奖”，并在展览中与法国罗
丹时代达鲁的杰作《农民》比肩而立。西方雕塑家
评价说，吴为山的作品有着高度的写意性，充满着
东方人的智慧。

写意的技法是中国传统美术的精粹，吴为山
融合了扎实的西方写实功底，将不可言说的“似与
不似之间”雕刻在青铜、石头、泥巴上，表达了人物
内在的精神。他进而提出“写意雕塑”概念。吴为
山曾说，“写意雕塑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写
意性，比如汉俑、原始石雕，还有中国民间的泥塑，
再比如中国哲学、中国书画都蕴含着写意美学的
传统，我们应该把这种传统继承起来”。

齐白石有言：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细看
吴为山手下的雕像《齐白石》，也得到了一代美术
大师的真传。

在中国美术馆的室外草坪上，伫立着一尊吴
为山创作的齐白石塑像，老人一派仙风道骨。吴
为山说，他塑了不止一尊齐白石雕像，而他最初的
创作灵感，就是萌生于齐白石的一幅画：一块巨
石，水墨挥洒，笔触淋漓，上面栖息着一只小鸟。
吴为山觉得，这石头很像穿着长衫的白石翁，而鸟
与石头形成的轮廓又恰似老人微倾的头。随后，
他又联想到白石老人画中大片芭蕉与草虫的配
合，如此大与小、粗犷与细致的对比，正体现了这
位画坛巨擘在艺术中追求的美学精神。

许多中国画家看了吴为山塑的齐白石雕像后
都说：这就是齐白石！其实，他们当中大多数没有
见过齐白石本人，而吴为山在雕像中的传神，已远
远胜过了雕像的形似。

声声唱和

将美术作品所承载的深邃而隽永的
情感，传递给更多热爱它的人

2014 年 9 月，吴为山接受了新的任命，成为
中国美术馆的馆长。这个身份也让吴为山有了把
更多想法付诸实施的可能。

于是，这一年里，作为观众，我们开始了从中国
美术馆出发的一个个充满交流和融合的奇妙旅程。

2 月，“人民的艺术家——老舍、胡絜青藏画

展”让人们近距离感触老舍、胡絜青及齐白石、黄
宾虹、任伯年、吴昌硕、林风眠等老一辈人民艺术
家的风采。在吴为山眼中，老一辈艺术家之间的
交往，深厚而真挚的文化情怀由内而外，超越了
一般收藏家与艺术家的关系，是彼此在精神层面
相通后的文化结晶。老舍、胡絜青留下的藏品与
一般藏家的藏品所不同之处，是带着一代文化大
师的审美格调、价值判断，也融入了自身的文化
创造。

5 月份，中国美术馆“黄宾虹诞辰 150 周年纪
念特展”。不光展示了吴为山的作品《天外莲花第
一峰》，用写意雕塑的风格立体地展现出大师风
采，其形状如黄老笔下的山峰，厚重浓密，风神气
骨毕现。还和靳尚谊的油画《晚年黄宾虹》、吴山
明的国画《造化为师——黄宾虹像》以及申凡的装
置艺术《山水——纪念黄宾虹》，以跨界组合的形
式共同“为大师造像”，帮助人们“读懂”黄宾虹看
似艰涩却“嶙峋中见出壮美，平淡中辨
得隽永”的艺术境界。

8月份，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
年期间，中国美术馆在展出国内部
分美术馆经典藏品和全国范围内近
期新创作的主题优秀美术作品
外，还在中国美术馆二楼专门
展出了“1945-2015！——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 周年俄罗斯美术
作品展”。吴为山借
俄罗斯歌曲《向那
伟大年代致敬的
歌词》说：“我们
致敬，向那伟大
的年代，向立下
功勋的战士和
司 令 ，向 世 界
各国的元帅和
列兵，向活着
的人和牺牲
的 人 们 ，向
所 有 一 切
不该忘却
的人，我
们 致
敬，

我
们 鞠 躬
致敬！向世界
各族人民，朋友们！我
们致敬，为了那伟大的
战争！”

这种此起彼伏的唱
和，带着艺术家们灵魂
的震颤，为人们呈现出
挥毫泼墨般的写意而细
腻的美术场域。吴为山
手中的塑刀不仅描刻出
海内外一次次精彩的个
人美术展，更推动他将
从艺术生涯中领悟的心
灵对话和文化交流方式，
运用到中国美术馆一位
策展人的运作思维上，将
美术作品所承载的深邃而
隽永的情感，传递给更多热
爱它的人。

因为艺术本就是一种眼光、
一种存在、一种意识，超越时空限
制，不能定性为哪个艺术家之后或
哪个艺术家之前，它代表的是文化
的一种实在的、内在的东西。浮华
与喧嚣，不属于艺术，文
心 铸 魂 才
是艺术家
对时代的
担当。

吴为山，国际著名雕塑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中

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精神在中国雕塑创

作中的融渗和表现，创作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雕塑。他所创作的

500余件中国文化名人系列雕塑被季羡林等大师誉为“时代造像”，

被国际评论界认为是“中国时代新精神的代表”。

写形塑意 筑山为峰
□ 敖 蓉

传播文化最好的方式是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