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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广州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院长陈克：

新科技在雕塑的应用 必会带来新审美趋势

让雕塑介入城市空间与社
会需求有关

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雕塑家潘鹤

先生敏锐地感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城

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提出“雕塑的出

路在户外”的观点，在他的推动下，广美

雕塑系率先开展了城市雕塑的探索，推

出了《珠海渔女》《开荒牛》《解放纪念

碑》以及香港大屿山大佛等数百座由广

美雕塑系创作完成的城市雕塑，它们涵

盖近百个城市的公共空间，为广美雕塑

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陈克在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

表示，“实际上，让雕塑介入城市空间跟

我们整个岭南美术教育强调的关注社

会需求、更好为新时代发展培养所需人

才是一脉相承，并以理论和社会实践相

结合的教学模式形成了广美自己的雕

塑教学特色。”

广州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工作室主任张健认为，广东雕

塑显著的特点是持续的对外交流所形成

的多元包容、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

为城市雕塑带来了公共性土壤和活力。

广美最早把数字雕塑纳入
本科教学

2018 年，在原来雕塑系的基础上，

增设公共艺术专业，成立广美雕塑与公

共艺术学院。这种变化，也意味着雕塑

的服务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发

现以雕塑的单一形式来服务社会的发

展需求，显得单薄和片面，应该把公共

意识和公共雕塑观念引入到艺术教学

和创作里，扩宽雕塑对社会的服务面。”

在陈克看来，“传统的雕塑是单体的空

间概念，就是作品本身的立体造型的空

间，而把公共艺术与雕塑合并起来之后

的教学推动，则是让公共艺术的大空间

和雕塑本体空间之间发生更多的关

联。实际上，这一点也是承接当年潘鹤

先生提出的‘雕塑的主要出路在户外’

的发展思路，将雕塑从美术馆移植到户

外并拓展到公共领域。”

现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

馆长的陈晓阳，曾经是广美实验雕塑方

向从创立、课程开发、学科建设的亲历

者。“如果要概括地说，广美的雕塑专业

一直都具有比较强的实验精神。包括

早期潘鹤先生做纪念性雕塑的时候，他

的塑造方法已经作了大胆的塑造语言

上的尝试。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梁明

诚先生去意大利留学，回来之后在国内

率先于雕塑教学系统里开设材料研究

的课程。到了2005年，我们在国内比较

早地开始做实验雕塑的工作室教学，单

独开设实验雕塑的方向。我当时主要

是负责综合材料和观念艺术的基础训

练课程，后来开设了一个‘在地实验’的

‘社会雕塑’形式的教学课程。”

对此，张健向收藏周刊记者介绍，

“全国美院里，最早把数字雕塑纳入到

本科教学里面的就是广美。随着广东

科技产业的兴起，3D打印技术的普及，

数字塑型作为一种手段被我们作为重

点的教学内容开展。从大学一年级开

始，就有数字雕塑相关的必修课程，从

数字基础、数字造型到数字创作。近年

来，学生利用数字技术相关的手段进行

创作的作品的比例，越来越高。”

学会拥抱科技进步，积极探
索掌握科技工具

早在 2008 年，陈克的雕塑作品《后

文艺复兴·大卫》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人

为地把世界著名的雕塑“复刻”之后做

了压缩变形处理，看得人“头晕目眩”。

他说，“我在 16年前的社会背景下的这

种艺术探索，目的就是让观众有晕眩的

感觉，实际上，这里隐喻着一种文化传

播过程中的缺损和认知理解的变异。

也是我对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和西方

雕塑长时间影响中国雕塑艺术教育的

反思。”

上星期在尚榕美术的“融——2023
中法文化之春主题展”中，陈克展出的

作品则与上述的艺术形式截然不同，其

影像装置作品结合了多媒体手段并极

具当代艺术的观念性。“作为教育者，为

了满足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我们同

时也要紧跟时代步伐，调整自己的知识

结构。”陈克说，“早在 2006年数字艺术

作为手段刚兴起三维建模的时候，我便

已经开始探讨虚拟数字是否可以作为

当代雕塑的一种材料概念，进而扩展传

统雕塑的边界。我先是实验性地利用

传统雕塑手段结合数字造型复制传统

经典雕塑，伴随着 3D 打印材料和设备

的逐渐成熟，我开始用 3D 打印技术和

把数字建模的形象打印出来，随着虚拟

空间的不断成熟，现在直接在虚拟空间

里建立虚拟世界的雕塑形象已经司空

见惯，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同时发现了雕

塑呈现的新领域。”

在陈克看来，科技的发展同时也为

雕塑带来了新的审美趋势，“比如原来依

靠传统技术很难实现的工艺和造型，例

如重复、扭曲变形、复杂的重叠镂空等手

段在 3D数字建模技术支持下则很容易

实现，曾经不敢想象的无限复杂的形体

借用电脑软件技术轻松解决，这就极大

扩展了我们的视觉感官并因此产生了新

的审美趣味，而这些恰恰是现在年轻人

非常热衷的。因此，新科技和跨媒介在

雕塑领域中的大量应用，一定会带来一

种有别于传统的全新的审美趋势。”

在张健看来，过度使用科技手段，

会忽略雕塑独有的手作体验中的情感

传递。“传统的雕塑创作从捏泥巴、造

型、翻制等一系列的工序，哪怕是打石

头、打木雕，都有‘手感’的体验，是有温

度的，这是创作者与作品逐渐成形的链

接过程。如果一切都通过电脑，并用

3D打印完成，所形成的作品，无论是对

创作者，还是对观者，那种属于人的独

有的微妙情感关系就没有了。”不过，张

健同时也积极地表示，“科技的发展的

确为我们带来了便利性，甚至触发思维

的一些积极的影响；作为艺术家，应该

要学会拥抱科技的进步，积极地探索掌

握科技工具。”

推动一些更具有公共价值
观念的生成

收藏周刊记者走访发现，传统的具

象雕塑、公共雕塑以及数码雕塑等虽

然在展示方式、体量大小和材质上有

所区别，而共同点则是依然以空间造

型的审美为导向，而陈晓阳所推进的

领域则与上述三者完全不同，“我带领

学生们一起做的‘社会雕塑’，不是为

了落成景观式的作品固定在公共空

间，而是在艺术作品完成的过程中，社

区的居民以及各种社会群体都参与到

公共议题的讨论中，这样的过程非常

重要。因为我们塑造的不是一个物质

性形态的作品，而是推动一些更具有

公共价值观念的生成。”

去年，在广州美院附近的南亭村的

建筑角落，突然“长”了不少“花花补

丁”，正是该学院的毕业生罗盛天推出

的“花花补丁计划”，引起了不少社会关

注，这位学生也参加过陈晓阳所带的

“在地实验”的课程，“在疫情期间，这个

作品就温暖了很多人，让大家在当时的

疫情生活中看到了一些美好。但传统

中构成雕塑重要的因素之一的塑造，在

这里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实际上，社会

雕塑是以低技术、深理念的方式创作。”

陈晓阳说，“实验雕塑工作室的课程里

会讨论东方精神、观念、主题和雕塑创

作之间的关系，也会研究非传统材料，

即是除了经典雕塑所用的青铜白石陶

之外的材料，更多的是现成品、废弃物

等，而在塑造方面，鼓励学生们尝试‘非

人力塑造’的多元造型方式，都是一些

很实验性的雕塑语言研究，包括对空间

的研究，还引入了定格动画的课程，探

索粘土动画，围绕雕塑这个概念做了各

种各样的反思及扩展。”

由此可见，今天的雕塑早已不是曾

经的概念，它与数字艺术、公共美学、公

共服务等均产生了紧密的关联。

广东雕塑艺术的整体面貌，与广
美雕塑相关专业的教育密切相关，作
为国内最早设立雕塑专业的美院之
一，广美先后拥有潘鹤、梁明诚、曹崇
恩、胡博、郑瑾、关伟显、李汉仪、黎明
等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雕塑名家，拥有
吴雅琳、陈克等知名教授和教学名
师。2018年“广州美术学院雕塑专业
教师团队”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首批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是全国各大艺
术类院校中唯一一个。

日前，收藏周刊记者对广美雕塑
学科的建设、雕塑概念的扩展等问题
走访调研，广州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
艺术学院院长陈克接受收藏周刊记者
采访时表示，新科技在雕塑的应用，一
定会带来一种新的审美趋势。

■广州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学生罗盛天作品
《花花补丁》

■在尚榕美术展出的陈克作品《仙乐飘飘》

■张健《自然的形态》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