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
A R T N E W SA R T N E W S

责任编辑／俞 越／0571-853118352 0 2 42 0 2 4 .. 0 40 4 .. 2 02 0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本报综合讯 齐雨 4 月 9 日，“上海雕

塑艺术大家谈”专家座谈会在上海设计中

心召开。会上，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上海徐汇区人民

政府联合对外发布了“2024 黄浦江滨江雕

塑艺术展”征稿启事。

据悉，黄浦江滨江雕塑艺术展览将于

11月开幕，面向全球广泛征集与特别邀请

共计约70件雕塑作品，最终确定50件入围

作品，作品立体稿将被有关单位永久收藏，

作品成品将有机会落地黄浦江滨江两岸，

最终参展作品将由上海相关部门一次性支

付收藏费用，收藏费用从10万至30万元不

等，具体主办单位为中国雕塑学会。这也

拉开了“人文之城——黄浦江公共艺术系

列活动”的序幕，系列活动包括雕塑作品征

集、雕塑作品展以及滨江公共艺术节。

近年来，上海市大力推进黄浦江两岸

的城市更新和公共空间建设，提升沿岸景

观，加强公共设施建设，丰富市民和游客的

文化生活。滨江公共空间的优化升级，不

仅为市民提供了更加舒适宜人的休闲环

境，也为公共艺术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促进

了文化艺术的公共参与和社会互动，使滨

江公共空间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代、自然与

人文的生动界面。“城市雕塑既是城市的品

位、空间环境、城市精神，又是提升城市功

能、满足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上海市规

划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玉鑫表示，未

来，市规资局将推出一系列活动，让以雕塑

为代表的公共艺术走进大街小巷、都市乡

村，通过公共艺术开放性的社会化行动，提

升公众欣赏、爱护公共艺术水平。

据了解，目前在上海公共空间，拥有城

市雕塑近 4000 座。中国雕塑学会会长曾

成钢表示，在这些雕塑中，有相当一部分既

贴近现实生活，又具有一定的艺术观赏价

值；既让人感觉新颖，又与上海这座大都市

街头的氛围很和谐，给上海城市形象加了

不少分。

“上海是中国雕塑的一个风向标，需要用

公共艺术的观念开展新一轮公共空间建设。”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建议，在城市雕塑

建设中，如何贯彻生态文明的原则，强调绿

色、环保、节能、低碳，尽可能用生态的，可降

解、再生的雕塑材料，应该是城市雕塑的新的

探索方向。他表示，今天时代的发展，要求我

们不能墨守成规，应该更新观念，突破固有模

式。在这个基础上再出发、再探索，争取为中

国城市雕塑建设提供新的经验。

在杭州雕塑院院长林岗看来，城市雕

塑必须要立足本民族的传统，刻画时代精

神。他表示，上海是多元化的城市，它既有

江南文化的古典与雅致，又有国际大都市

的现代与时尚，它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

造就了中西并存的独特风格。黄浦江两岸

文化艺术形象的打造迫在眉睫，我们要有

这样的使命感，要有领跑者的姿态走在文

化发展的最前沿。“目前，参观美术馆及艺

术活动是人们丰富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作为美育知识的殿堂，也一直是

社会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主体。然而，美

术馆的公共教育如果仅停留在以个体为中

心的基础上进行，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

都无法将社会美育效用最大化。所以与不

同机构进行多维度联合，举办艺术季雕塑

展是发展的必然方向。”

“看到自由女神就知道到了纽约，看到

埃菲尔铁塔就想到巴黎，看到龙头鱼身就

知道在新加坡⋯⋯不少优秀的城市雕塑

是经过上千年积累而形成的，我们也需要

留足够的空间给后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

学系主任韦天瑜建议，上海打造一个国家

级雕塑公园，收集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优

秀作品，妥善保管。

据悉，本次展览将以黄浦江滨江区域

为展示平台，将雕塑艺术与城市风貌融为

一体，打造出具有标志性的公共艺术空间，

提升滨水空间的品质；邀请来自世界各地

的顶尖艺术家参与，包括通过公开征集获

选的新兴艺术家、特别邀请的国际知名艺

术家；还将组织艺术论坛，激发社会对公共

艺术的广泛关注，打造推动国际艺术交流、

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平台。

上海向全球艺术家发出邀约，征集雕塑作品

雕塑艺术，是造型艺术的一种，又称

雕刻，是雕、刻、塑三种创制方法的总称。

它通过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的可视、可触

的艺术形象，借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艺

术家的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理想。

公共雕塑一俟被引进城市，便自成为

一个城市的重要标识。说到底，城市雕塑

本来就是一种识别体系，它是关于历史文

脉、文化信息的一种传达。雕塑摆上街

头，提升了城市品位，成为城市的一个宣

传窗口。

而今，走在一些城市大街、城市公园，

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城市雕塑。这些不同

年代的雕塑都记载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

条件、工作状况与精神追求。难怪，有人

说，“看不同时代的雕塑就像读不同年代

的教科书，每个时代都给人以不同的思考

和借鉴”。就如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

雄纪念碑》，底座四周那刻画着的一幕幕

人民史诗的浮雕，不由地让人想起先烈们

前仆后继、奋勇前进的英雄事迹，感叹幸

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勃发继承遗志、干好

事业的决心；立于深圳市人民政府门前的

地标性建筑《开荒牛》，象征着深圳的创造

者们就如这头拓荒牛一样，任劳任怨，无

私奉献，把一个贫穷的边陲小镇，开垦成

为一个国际性现代化城市，以此激励人们

进一步弘扬“拓荒牛”开拓、勤勉的精神，

把改革开放提高到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

新的水平。可以说，每一座成功的城市雕

塑作品，就是这座城市的形象，就是市民

精神面貌的呈现。

然而，也不能不看到，这些年来，在个

别城市一些雕塑作品也留下了被人诟病

的败笔——或牵强附会，或移花接木，或

抽象难懂，等等。这不仅浪费了宝贵的人

力、财力、物力，也肢解了当地可贵的历史

文化资源，以至折损了一个城市应有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终令人扼腕。

因此，上海对外发布“2024 黄浦江滨

江雕塑艺术展”征稿启事，面向全球艺术

家征集 50 件雕塑作品之举，既是上海总

结城市雕塑创作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

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也是上海提高站位、

拓宽视野，彰显上海包容性强的海派传统

气魄的一次壮举。我们固然要承认国际

雕塑艺术创作的权威性和前卫性水准，但

也要看到国内雕塑艺术创作的长足进步

和持续发展。正如中国雕塑学会会长曾

成钢所说：“我们过去有个误区，总喜欢花

大价钱引进国外的雕塑作品。其实，国外

的作品不一定都是好的，而且我们现在的

本土青年雕塑家也很有创造力。”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次上海征稿既是为了寻找到

优质的雕塑作品，同时也是为了诠释发展

壮大上海文化艺术的底层逻辑，进而促进

上海城市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

强。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雕塑艺术创作

和国际雕塑艺术创作，都会有艺术流派的

区别、艺术取向的差异，但也定然会有相

当程度审美共性的表达。事实上，这也是

世界各国雕塑艺术进行交流的基础和条

件。通过本次征稿，尤其对于国内从事雕

塑艺术创作的工作者来说，也是一次参与

世界范围内雕塑艺术创作角逐的机遇。

通过彼此观念的碰撞、思想的交流、经验

的借鉴、同台的竞技，也必将拓展我们国

内雕塑艺术创作工作者的视角，从而更新

理念，强化融创，提升水准。

如果说，在建设人文之城背景下，以

雕塑为代表的艺术作品特别重要，新一

轮城市雕塑建设是上海城市雕塑的再出

发，上海现在要解决的不是“城市里有没

有艺术雕塑”的问题，而是城市艺术雕塑

“好不好”的问题的话，那么，相关部门和

单位就必须紧紧围绕上海城市的基因特

质——“尤其从黄浦江、苏州河两岸所聚

集表达的上海的精气神”，既要向全球雕

塑艺术家们推介好、引导好，同时又要秉

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把“这些艺

术品征集好、挑选好、摆放好”，并在后续

管理维护中，始终体现“充满敬畏、用心

呵护”的要求。唯此，才能对标全球进行

公共雕塑的建设，并由此打造出新时代

公共雕塑建设的“上海模式”。上海的做

法，对其他城市也理应有着启发和借鉴

的意义。

上海为何“面向全球寻找优质雕塑作品”
■赵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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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城市夏日“会客厅”——当塞纳河遇见亮马河举行，这是人们在北京亮马

河畔的城市雕塑设施休闲纳凉。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