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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意雕塑”是吴为山提出来的创作理念。吴为

山写意雕塑是将中国传统的绘画手法和雕塑语言结

合，不单是一种艺术创作形式，同时更将中国传统

的哲学思想、美学理念完美结合，通过艺术形式的

创新来提炼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一、创作题材—人物肖像

吴为山对“写意雕塑”精神实质的理解首先表

现在对艺术创作题材的选择和掌握上，其创作的主

题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和当代名人肖像。他之所

以选择人物肖像作为写意呈现的重要元素，是因为

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赋予其深刻的艺术内涵和人文情

怀。在吴为山的眼中，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名人就是

文化的基石和象征。从其一系列的作品中就不难发

现吴为山对传统文化和历代名人的敬仰，比如：《孔

子》《老子》《鲁迅》等。

2011年年初，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上，吴为山

创作的一尊高 9.5 米的孔子雕像屹立在世人的眼

前，表情祥和、目视远方，融入自然的环境中，呈

现出气势磅礴、浑然天成的感觉。

吴为山的写意雕塑在选材上与西方学院派是有

所区别的。在吴为山看来，孔子和老子这样的中国

古代思想家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灵魂人物，他们本身

体现的就是“意”的境界。在中国人的心中，孔子

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儒家文化的象征，儒家

思想的“代名词”。所以说，塑孔子就是在写“意”，

因为孔子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形象都是不同的。在

吴为山的创作造型中，孔子已经被“精神化”了。

这种塑造方式所形成的雕塑，便是传统儒家思想的

外在表现。吴为山正是运用这种既简单又完整的写

意手法，向世人展示着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魅力

所在。

二、中国传统审美形式的架上雕塑

“架上雕塑”是雕塑家依靠最直观的创作风格，

凭个人清晰的创新性，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小的一类

雕塑，并且大多是用展台作支架。吴为山的写意雕

塑作品的人物造型，没有严谨的结构比例，有的只

是对人物细微动作的生动刻画，对写意作品张弛结

合的掌控。通过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将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精神蒙纱彻底揭开并以可视、可触的三维形

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吴为山的架上雕塑作品有很多，如《齐白石》

《马三立》《傅雷》等。笔者为雕塑与公共空间艺术

方向硕士研究生，在此以主观形式赏析吴为山雕塑

作品《睡童》。

《睡童》是吴为山在特定的情境中，顺手抓起身

边的一把泥，用20 分钟左右的时间创作的即兴作

品，全凭艺术家那一瞬间迸发出的激进和敏锐的创

作灵感，一气呵成，没有丝毫多余之处，甚至当熟

睡的孩童醒来后还决然不知自己曾在一位伟大的艺

术家手中永久定格在某一刻。《睡童》将童年的美

好回忆勾勒出来，纯真、纯朴。可见，吴为山在创

作中是将灵感与情感融合迸发的。

即兴创作，是雕塑的一种艺术创作形式。吴为

山瞬间能够捕捉孩童睡觉时的状态、神态、姿态，

并快速地塑造出来，这完全是他在短时间内无意识

的反应和本能的行为。用最短的时间来塑造最真实

的人或物，就是写意雕塑的精神境界。《睡童》是吴

为山写意雕塑中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以其真

实、简单、稳定的手法，将一个熟睡中的孩童塑造

得十分真实，没有任何的做作。笔者认为，孩童最

真实的一面就代表着“真、纯、朴”的“意”。在创

造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人文性就很自然地呈现在

写意作品中，所以说在《睡童》创作的过程中就显

得“行云流水”、“自然天成”。

三、吴为山写意雕塑的人文诗性

吴为山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用写

意的塑造手法诠释艺术所表达的广达精神。写意雕

塑的价值体现在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上，为雕塑的

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对雕塑的审美情趣

作了更宽泛的要求，符合中国传统审美方式。

吴为山塑造的肖像人物，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历

史文化名人。其在深入了解人物的历史背景、思想

主张、精神境界后，才开始进行创作。诺贝尔奖获

得者、物理学家杨振宁这样评价吴为山：“既扎根

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从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方艺术的

伟大革命汲取灵感，几乎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塑造中

国文明精髓的艰巨任务。从老子的恢宏宁静，到鲁

迅的沉郁峻切，吴为山一次又一次地从中国几千年

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出‘中国’二字的真义。

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

而这种平衡正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形式只是艺术创作的手段，内容才是艺术创作

的核心。追求写意和传神，意境展示饱满是艺术作

品所追求的重要内容。在写意雕塑中，吴为山坚持

从人物的气质、品格、精神和思想内涵找寻突破口，

然后将这些内容融入到写意的外在塑造上，将人们

能够看得见的形式和能够感受得到的内容贯通到作

品的意境中，这是雕塑家智慧的表现。比如在吴为

山创作的一组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群雕中，我们

很直接地就能感受到，每一个受尽战争摧残的国人

鲜活的形象，每一张面孔都流露着战争带给人们的

沉痛烙印，活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不同身

份的人们，精神世界所展现出的凄惨是无法用语言

能够形容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作品的内容就

能够深刻反映出作品本身所承载的艺术价值及历史

意义。

吴为山在写意雕塑风格创作中，从自己所最擅

长的“架上雕塑”转而探讨“环境雕塑”和写意风

格融合的可能，并且在实践中勇于尝试，力求解放

思想，这种融会贯通的雕塑精神实为可贵。常见的

写意雕塑，一般是放在架上进行展出，而吴为山则

将写意雕塑融合周围的环境不断放大至合理尺寸，

置放于公共空间中，这样赋予其所塑造的雕塑“顶

天立地，融于自然”的视觉冲击感，成为现代环境

艺术中其所独有的创作形式。

吴为山的“写意雕塑”逐渐引起了雕塑家们的

重视，引发了一场探索、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进

行雕塑创作的热潮，并在潜移默化中引领主流审美

标准，影响人们对现代艺术价值的品读和思考。同

时，更让评论家们清醒地认识到，将中国传统文化

融合于写意作品中，是能够体现雕塑的艺术魅力和

人文关怀的。

笔者对吴为山的“写意雕塑”和人文诗性进行

了浅显的探究。在这个过程中，对吴为山的作品进

行综合分析和整理，尤其是他的“架上雕塑”和“肖

像雕塑”，总结和探讨吴为山雕塑作品的审美价值

和人文诗性。笔者相信，对吴为山“写意雕塑”和

人文诗性的研究，会随着他的作品不断创新而产生

升华。本文仅粗浅品评，意在引起更多的艺术爱好

者关注艺术人文思想，珍惜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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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为山的写意雕塑与人文诗性
文ˉ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ˉ王延斌

［内容摘要］吴为山以其写意雕塑的鲜活形象、生动神态及深邃内涵，形成独自一派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理念。深刻反映了他对当代艺术的热爱和人文关怀，旨在唤醒民

族文化艺术的创造。“写意雕塑”的理念正是吴为山的标志性艺术形式。写意雕塑的美学价值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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