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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
∃

于凡 的雕塑

境的
。

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雕塑工作者继往开

来
,

不怕苦地攀登雕塑艺术的高峰
。

于凡作为一个有

前途的雕塑工作者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迸出了成功的

一步
,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

我们祝愿他再接再励
,

在雕塑创作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

创造出更多

的
、

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
。

西臼寿卉应刀
三日 % & 日口

%

聆听
∃

罗丹的 《遗嘱》
一

‘

今年的雕塑研究班毕业展中
,

展出了于凡的 ∋。

多件作品
。

这些作品是他几年来刻苦学习
、

辛勤创作

的结果
。

无论在题材内容的选择
,

还是创作艺术技巧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

《成吉思汗骑马像》是于凡的主要作品
。

这是一

个难度相当大的纪念性雕塑
,

创作题材严肃
,
内涵要

求丰富
,

形象刻划的难度也相当大
。

于凡迎难而上
,

反复设计
,

数易其稿
·

特别是对成吉思汗的头像作了

反复推敲
,

专门做了几个方案进行对比
、

刻划和 尝

试
(

最终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

协调
,

成功地塑

造了这个英雄形象
。

作品的整体性强
,

大轮廓线条清

晰
、

简炼
,

重点突出
。

形象生动而有气魄
,

表现了胜

利者的威武形象
。

成吉思汗的头像很有特色
,

具有鲜

明的民族个性
。

在创作方法上
,

作者吸取传统的精华

与西洋的雕刻技法
,

并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
,

统一

运用于人物的塑造
。

这一作品的成功
,

表明于凡在雕

塑艺术创作方法方面达到 了一定的水平
。

于凡的头像创作具有鲜明的特点
,

不但充满朝

气而且优美感人
,

具有一种清新的格调
‘

作品的风格

充分体现了青年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开朗的性格
。

)

在材料的运用和表现技巧方面
,

于凡的作品也

别具一格
。

为提高作品的再现力
,

他在作品外观的材

料运用方面作了创造性的尝试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石膏表面贴上一层薄薄的锡皮
,

使他的作品外观更

加富丽
,

有效地提高了质感
,

从而更有生气
,

更具感

染力
。

于凡展出的成功是与他几年来刻苦努力
、

艰苦

奋斗
、

兢兢业业钻研雕塑艺术分不开的
。

艺术是无止

于 凡

罗丹在欧洲雕塑史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
,

他

充分地吸取了古典艺术的精华
,
着眼于真卖的自然

,

打破了雕塑界沿袭多年的因循守旧的僵化教条
,

开

创出一种富于活力的
、

属于他的时代的新风格
‘以自

已的探索和实践为后人指明了一条艺术自由之路
。

�∗ 。年过去了
,

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
,

罗丹也已成为传统
,

远远地留在了后面
。

今天
,

)

当我

再次聆听我这位启蒙老师的教诲时还能获得许多新

的收益
。

作为 《遗嘱 》的承受者
,

这笔财产会随着我的艺

术实践成倍地增加
,

使我受益无穷
·

如同秋之落叶
,

年年都有新的回味
。 一

无论我们从事怎样风格的艺术
,

都需要对传统

进行系统的了解和学 习
。

整个艺术的发展如一条汹

涌澎湃的河流
,

而艺术的初学者如一缕小溪凌口果没

有对传统的了解
,

我们只能仿徨无力
,

徘徊于历史之

外
。 、 ∃

∃

只有站在大师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
。

但到达这

个位置却需要艰难而漫长的攀登过程
,

这就是艺术

家的成份过程
,

我们将从历代大师那里获得高尚的

灵魂和活跃的血液
,

得到艺术家的头脑租眼睛
,

只有

这样的眼睛才能看见一片新的世界
。 ∃

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保持独自的思考厂不是盲
目地崇拜和摹仿而应瓦较和分析

,

在和大师的接触



创作与评论

中创立 自己的语言
。

这种对话是有裨益的
。

自然是罗丹力量和灵感的源泉
,

如巨人安泰之

于大地
,

自然在他的心中如女神般永远俊美
、

年轻
,

自然对我们也许具有不同的含义
,

我们所认识的隐

含于其中的真理也不尽相同
,

但获得真理的途径只

有一条
,

锻炼我们的感受力
,

对 自然进行不断的探索

和研究
。

对雕塑家而言真理是存在于有性格的形体之中

的
。

对艺术家而言
,

真实的唯有感受
,

我们用心灵和

情感的直觉方式认识世界
,

确认真理
,

我们对自然的

态度从不是被动的
。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假象剥掉
,

在

作品中减弱某些次要的因素
,

让本质清晰
、

强烈地展

现出来
,

在某些情况下也许要牺牲掉对象某些外部

细节以获得简明
、

永恒的内核
。

我们所坚信的真实在众人眼中也许是虚无
,

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留我们的自信
,

甘心寂寞
,

我们

是神的奴仆
,

这个神就是你诚挚
、

率真的心灵
。

作为一个雕塑家
,

首先要具有体的理解方法和

思考方式
。

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
,

而需要一个漫

长的培养阶段
。

在清楚地看到
“

体
”
以前

,

我们无任

何的主动可言
,

更无任何乐趣
,

你所面对的对象就如

一个精灵
,

倏忽变幻
,

飘忽不定
。

所以我说一旦你看

到 了深度
,

把握住了体
,

你就掌握了雕塑的真谛
,

你

就成为上帝
,

可以 自如地玩物于手掌之中了
。

罗丹认为首先要安排大的
“

面 ,’, 强调面的方向
,

我认为还不全面
,

我觉得首先应找到对象体积上的

恃点和韵味
,

以及在空间中的位置和方向所构成的

形式把这些因素用最简洁的手法恰 当地安排好
,

作

品便有了生命
。

在起伏上思考
,

换言之便是体和深度的思考是

必需的
,

要有整体联系和贯穿的意识
。

洞察存在于事

物内部的和谐和统一的奥秘
,

这些正是自然的本质

所在
。

塑造是一个从无到有
,

从内到外的过程
,

如同生

物的生长
,

每一块泥 巴如细胞是组成形体的一部分
,

雕塑家将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倾注其中
。

随作品的进

展得以强化
、

丰富
,

所以 +雕塑的内容不在于表面的

凸凹而在于内部的和谐和统一
,

表面只是内部性灵

的外在之花
。

作品的题材和内容是一种情感和意识的载体
,

这个载体的选择范围是无限广阔的
,

我并不认为最

熟悉的人物是最美的题材
,

我们生活在一个缤纷多

样的世界中
,

我们的心灵意识也同样浩瀚不可范 围
。

我们也可以不借助题材这一间接的媒介而用最基本

的造型语言将我们的战栗和思索体现出来
,

我们不

断地探索
「

和体验内外两个世界
,

把 自然的力量和心

灵的力量结合构成一个艺术的存在
。

艺术家的感受能力愈是敏锐
,

他的情感愈是纷

繁多样
,

他的世界愈是丰富无穷
。

造型的语言如同人的语言是通过学习得来的
。

我们需学习和领会大师们所创造的
“
短语

”
或

“
一首

诗
” ,

只有在词汇的掌握上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

我

们才能创作出自己的
“

诗篇
” 。

当然也许我们需要一

些新的词汇以适应时代的状况
,

这也是艺术发展的

夕
,
然结果

。

只有勤奋地工作才能保持思想的活跃
,

灵感从

不造访懒惰者
。

灵感是积累的结果
,

是辛劳和痛苦后

的狂喜
,

是艺术之神给真挚的艺术家的奖赏
。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具有一颗清纯的心
,

如

同一棵树
,
开花结果都是本能

,

从不患得患失
。

因为

艺术从来就是个人的事情
,

痛苦和狂喜都由自己承

受
,

所以我们终究是孤独的
,

这种孤独的力量总是 自

豪而谦虚地隐藏在作品之中
。

我们热爱我们的使命
,

我们自信是上帝选中的

人
,

我们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
,

每天和 自然交流
,

这

使我们摆脱了令人疲惫的
、

廉价的称颂
,

卑俗
、

荒唐

的虚荣
,

我们如释重负
,

以清亮的心灵沐洛上苍的荣

光
·

我们的作品犹如明镜反映我们灵魂质量的优

劣
,

只有诚实的作品才是有力的
。

我们应努力地拓展

产生于内心世界的柯想
,

效仿先贤是没有意义的
。

在

艺术上没有任何的真理和权威可以放之四海而皆

准
,

以往世界的全部艺术已如消逝的时光一样一去

不返
,

在我们的面前是无垠的空间
,

一切都需重新开

始
。

我们必须坦诚
、

率直
,

艺术容不得半点虚假
,

它

不是聪明
、

乖巧的人所能从事的
。

我们应做一个快乐

的殉道者
,

徜徉在艺术的伊甸园中
。

《罗丹艺米论 》
,

人民美米 出版社 ��, − 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