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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

系，现为广州雕塑院副院长、雕

塑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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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的雕塑坦率粗犷
东北强调造型的厚重整体感

收藏周刊：如果尝试勾勒，国内不

同地域之间的雕塑会有一些不同的特

点吗？

陆增康：受地域文化、不同美院的

教学方式的影响，雕塑艺术的地域面

貌，是有迹可循的。总的来说，地域文

化的优良传统始终在哺育着艺术创

作。由于地方特点、自然禀赋、工艺传

统、审美理念、人文情感的不同，各地的

创作无不体现着扎根本土的地域特色，

富有旺盛的生命力。

早期中国的雕塑，主要是受法国写

实与当时苏联教育体系的影响，形成了

全国范围内比较系统的教学体系，并影

响中国雕塑界至今。就全国美术学院

的分布来说，而其他地域，多是由美院

教学和地域文化互相融合而形成了雕

塑创作的文化土壤。例如鲁迅美术学

院，就延续了延安文艺时期的传统，表

达革命历史题材较为深刻。作为身处

沈阳的北方院校，他们的主流雕塑不强

调特别细腻的表达，强调造型的厚重整

体感、张力的爆发、豪迈风格的表现等，

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体系，保持着北方

独特的浑厚、直率、张扬等特点。西北

的雕塑与东北的则不大一样，西北的雕

塑多具有坦率、粗犷等特点。雕塑家们

更喜欢用原材料进行表达，例如原石、

原木等，保留原有质地，把媒介本身的

特性尽情发挥。

而我们南方的雕塑，总体表现上倾

向于细腻、内敛、含蓄、内蕴等特点。若

体现同时表现一个题材内容的作品，南

方和北方表现手法的风格对比更强

烈。雕塑前辈潘鹤、唐大禧以及梁明诚

等对后辈的成长均有较大影响。

收藏周刊：如果说前辈们作为南派

雕塑脉络中的重要组成，那这个脉络对

您的影响有多大？

陆增康：改革开放带来的春风，给

广州美院带来了一个创作的鼎盛时期，

城市公共雕塑艺术如雨后春笋在南粤

大地上遍地开花；在老师们的带领下，

把从学院课堂学到的学识无缝衔接到

社会实践当中进行运用，这是全国其他

的美术院校无法享有的实战经历。这

是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生的动手能力普

遍强于国内其他美术学院毕业生的重

要原因。因为强化了基础训练和对社

会实践的直接参与，对于承前启后的南

派雕塑的实干、严谨的创作风格、优良

传统，得以传承与发扬。

雕塑未来总体的面貌
会越来越多样化

收藏周刊：AI的“智能化”对不少行

业都带来焦虑，甚至绘画也有，雕塑会

吗？

陆增康：这个要看表现的对象和形

式。雕塑艺术创作并非还原形象。例

如我在2006年创作，安放在广州英雄广

场的广州起义雕塑人物《叶剑英》，从雕

塑的人物特征来看，在创作广州起义的

叶剑英的时候，我并非按照当时叶剑英

的形象来创作，而是把叶剑英比较成熟

的中年形象做成年轻化，突出他的形象

特征，并综合他不同时期的特征，包括

不同情绪下的面部表情，我都做了大量

的对比收集，并且把五官的肌肉特征做

了强化，强调立体空间感。这是AI技术

人工智能所做不到的，完成不了的。

收藏周刊：现在科技发展那么快，

雕塑家应该如何拥抱数字化的时代？

陆增康：科技的进步提高了工作效

率，激发了艺术家的想象潜能。现在不

少雕塑家的确在借助新的科技手段，既

然作为工具的科技手段已经进步，我们

并不想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花费在纯粹

的手工制作上，现在很多科技手段出来

的效果，可以给艺术家带来很多视觉刺

激，有效地激发创作的思维。

我相信，雕塑的未来，总体的面貌

只会越来越多样化，而唯一的共性可能

就是借助科技手段做更多的尝试。

南方雕塑的细微和精致的表达，
值得学习

收藏周刊：广东雕塑给您的印象如

何？

马辉：在我们学生时期，就非常关

注广东的雕塑，尤其一些著名的雕塑作

品。比如潘鹤、唐大禧、梁明诚等前辈

的很多雕塑作品，我们一直都是在抱着

学习的心态。我们还专门到南京观摩

了由尹积昌等先生创作的《英勇就义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另外，

潘鹤先生的《开荒牛》《艰苦岁月》等作

品在我们学生时期都有很大的影响。

近些年，广东的年轻一辈优秀雕塑家更

是层出不穷，涌现出很多在国内有影响

的雕塑家和雕塑作品，是一支国内重要

的雕塑力量，非常踏实而勤奋地耕耘在

各自的创作工作中。

收藏周刊：在您看来，广东的雕塑

有怎样的特点？

马辉：他们处理作品的细腻手法，

表达上的无微不至、深思缜密，是广东

雕塑家们非常鲜明的创作特点。这些

特征和北方、西北的艺术风格非常不一

样。比如《五羊雕塑》，不但构图造型十

分讲究，从各个角度看都用心构思，而

且在处理手法上，在当年加工工具如此

不发达的年代，他们对形体、细节、表情

的刻画，对每一只羊的动态处理，羊与

羊之间的关联的刻画，都非常巧妙，显

示了创作者在材料运用上的高明。如

果说北方更注重整体浑厚的话，南方雕

塑在细节的刻画与情趣方面更细微和

精致的表达，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收藏周刊：在雕塑领域，近年流传

一个“南派雕塑”的说法，您所总结概述

的能否放到“南派雕塑”的范畴里理解？

马辉：如果提到南派雕塑，在我的

理解里应该主要是体现在南方有大量

的传统工艺美术因素的介入，比如木

雕、石雕、陶瓷等传统工艺手段和材料

在雕塑创作过程中的介入。在我们看

来，这里呈现出传统工艺的元素以及

凸显材料美学等特点，无形中更加丰

富了雕塑创作的概念和方法。一些优

秀的作品，通过对木雕等各种工艺手

法的掌握并运用之后，所呈现的作品

面貌会更加丰富、更为多样性，而在其

他地区，传统工艺美术等手段在雕塑

创作中所占比例，应没有广东雕塑家

那么明显，这可能是“南派雕塑”的一

些特点吧。

陕西当代雕塑注重传统
老一辈雕塑家影响深刻

收藏周刊：对比来看，陕西的雕塑

特色如何？

马辉：陕西当代雕塑艺术，在老一

辈雕塑艺术家的奋斗和传承下，形成了

一种恢弘的、追求整体的、形体概括的、

注重传统的雕塑艺术的造型语言体

系。我们身处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

文化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在

这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艺术创

作者们，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都是中

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底蕴，这些

因素对陕西的雕塑家，尤其是老一辈雕

塑家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在新时代，

陕西的雕塑家们会运用自己的专业技

能，努力去表现当代中华优秀文化和讲

好陕西故事。

收藏周刊：具体在作品里如此体现

出来？

马辉：比如陕西省雕塑院于上世纪

80 年代在临潼所建树的大型石刻群雕

《秦统一》，这组作品是典型的现代具有

公共在地性现实意义的城市雕塑作品，

创作风格厚重大气，形式与内容高度协

调统一，作品里面所出现的人物和战马

形象均延续了秦兵马俑的造型特点，艺

术家们很好地把古老的造型技巧与当

代具有公共意识的艺术作品样式相结

合，并成为经典。我所列举的这些雕塑

所具有的浑厚、整体的艺术特点，在陕

西，乃至全国的雕塑领域是具有代表性

的。当然，还有很多具有类似特征的代

表性雕塑，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广州雕塑院副院长陆增康：

科技带来视觉刺激 有效激发了创作思维
前几年有过关于“南派雕塑”的讨论，近日“南北雕塑联展”的举办引起了有关

不同地域雕塑特点的对比以及科技发展对雕塑创作影响的讨论，广州雕塑院副院
长陆增康表示，科技给雕塑家带来很多视觉刺激，有效地激发了创作思维。

陕西省雕塑院院长马辉：

北方雕塑着重恢弘 南方雕塑更加细腻
“南北雕塑联展”的举

办，再次引起了雕塑地域
风格的讨论。此前偶有提
及“南派雕塑”的说法，在
来自省外的艺术家，如何
看待广东雕塑？南方雕塑
与北方雕塑存在怎样的异
同？陕西省雕塑院院长马
辉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
时表示，北方雕塑着重恢
弘南方雕塑更加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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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陕西省雕塑院党总支

书记、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马辉

■寻道·江上 马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