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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

— 普通美术教育欣赏课教学参考

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美术系 洪惠镇

美术欣赏是普通美术教育的重要课程
,

雕塑是欣

赏的内容之一
。

目前欣赏课教材所介绍的 西方雕 塑
,

大多以 写实性古典作品为主
,

欣赏起来可能较为容易
,

而 中国古代雕塑的欣赏却存在一些障碍
。

人们对它们

既熟悉 又陌生
。

熟悉的是它们中有 不 少就在我们身

边
,

在寺庙
、

石窟等古代建筑物和现代博物馆中
,

都能

够不经意地见到它们
,

然而人们由于经常受到写实艺

术的影响
,

因此觉得它没有西方古典雕塑那么写实好

看
,

所以陌生
。

有鉴于此
,

本人不揣浅薄
,

想提供若干

建议
,

供欣赏课作教学参考
。

一
、

中国古代较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
,

这是 一般人

不重视 中国古代雕塑 的主要原因
。

西方雕塑发源于古

代希腊
,

古希腊 人重视人体
,

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

肉的人
。

他们崇拜神
,

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
战 上与运动家

。

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 纪

念像
。

如此形成传统
,

在西方世代相传
,

成为一种纯粹

的雕塑艺术
。

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
、

文化
、

哲学与宗

教
,

都不同于古代希腊
。

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
,

尊鬼

神
,

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
,

在礼器
、

祭器上发挥艺

术天才
.

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
,

影响深远
。

从陶器
、

青

铜器
、

玉器及漆器等工艺 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

实 用性雕塑
,

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
。

它们分为两大

类
,

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
,

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

型工艺雕刻
。

一类为建筑 (包括陵墓 ) 装饰雕刻
,

例如

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 陵石刻辟邪和唐代

顺陵石狮
。

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 以外
,

还反映

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
。

明器是随葬用 品
,

其中雕

塑品占有重要地位
,

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
,

一般教材都

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 和唐三彩俑
、

马为例
。

俑是

人殉的取代物
,

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
,

它们的

实用性很强
,

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
。

宗教造像也是

如此
,

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
,

以佛教造像最有

代表性
。

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
,

因

为这些 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
。

宋元和明

清也有好作品
。

佛教造像有宗教上特殊的造 型要求
,

它们和古希腊那种以人为范本的真实 自然 的神象有所

区别
,

在欣赏时需要 了解经规仪轨的种种规定
,

如佛象

两耳垂肩
,

手长过膝等等
,

否则很容易认为比例不准

确
,

解 sl] 有错误而加以否定
_

纯粹的雕塑一般以纪念
J

性雕塑为代表
。

中国古代重 视绘画艺术
,

纪念性 人物

和事件
,

通常 以绘画来表现而极少使用雕塑
,

例如汉唐

功 臣和历代帝王像
,

都是画在壁画和卷轴画 吧 纪念

性雕刻在帝王 士大夫染指绘 画之 前的西汉时代偶有创

作
,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欣赏教材都有介绍的霍去病墓

石 刻
. ’

马踏匈奴
”

_

此外
,

东汉 叫川都江堰 李冰像和五

代前蜀主王建坐像
,

也是现存的 占代纪念性雕 刻
,

实属

风毛麟角 中国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殊卜l
,

也有其

艺术的特殊性 我们不能因为纯雕塑品少就不承认带

实用性的雕塑品
,

也属 于雕塑艺术 而拒绝认识它们
、

理

解它们和欣
`

赏它们

二
、

出于上述 原因
,

中国 山代雕塑的装饰性相 当突

出
。

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 记
,

无论是人

物 还是动物
,

也无论是 明器艺术
、

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

饰雕刻
,

都普遍反映 着传统悠 久的装饰趣味 最 显著

的例子是 欣赏教材中石 岗北魏露天坐佛
,

南朝的辟邪

和唐代的石狮 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架装衣

纹 处理
,

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
。

和写实的西方宗教

神像相 比
,

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
,

更带有一种

非人间性的神秘
,

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
,

因为装饰

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
,

却 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

在司空见惯 的艺术真实
,

所以有此效果 同时
,

装饰性

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
,

也十分有

效
。

辟 邪石狮的整体造形
,

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
,

犹如

青铜器或 五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 身上 更有线刻图案

来加强这种装饰 品格 装饰性的 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

的手法之一
。

经过这样 处理过的石兽
,

往往比写实的

雕刻石兽更威风
、

更勇猛
,

且更神圣不可侵犯
,

能更好

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 能 (辟邪和石狮多为

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
.

用途在于显示基主的权威
1

)

三
、

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 中国古代

雕塑 和绘画是一对同胞 兄弟
,

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

术
。

从彩陶时代起
,

塑绘便互相补充
、

紧密结合
。

到二

者都成熟之后
,

仍然
“

塑形绘质
” ,

在雕塑上加彩 (专业

术语称作
“

妆奎
”

) 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
。

现存的历

代雕塑
,

有许多就是妆变过的泥塑
、

石刻和木雕
。

今天

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
,

不再加彩
,

但民间雕塑仍保持

教学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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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蛮传统

。

西方占代雕塑也有加彩
,

到文艺复兴以后
,

写实性有限 )
,

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
。

背景一

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
,

大多继续加彩外
,

一般雕塑 般为纸
、

绢的空 白
,

不求空间深度
,

而把注意力放在物

不再加彩
。

中国塑绘不分家
,

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 象的
“

神韵
”

表现上
。

因此
,

若按西洋画的解剖
、

比例
、

要求的一致性 在中国古代
,

绘画受到比雕塑 高得多 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

的重视
:

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
,

文人 士大夫极 少参与
。

古代绘画
,

便会觉得一无是处
。

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

早期绘画的作者也 只有工匠
,

但从东汉晚期开始
,

文人 成体系
、

自有追求
,

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
。

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
,

从此成为中国古代 中国雕塑也是如此
,

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
,

而且贯

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
。

他们是国家
、

社会及文化 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
。

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

的统治者
,

自然也统治了绘画
,

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 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
,

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

雕塑之上
,

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
,

因而雕塑染上 了 划上
,

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儿种类型
,

不是每一件都各

明显的绘画性
。

其绘画性表现为 不是注意雕塑的体 不相同
,

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
。

就是比

积
、

空间和块 面
,

而是注意轮廓线 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 较写实的头部
,

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
,

它只是象

奏和韵律
一

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
,

经过高度推 中国画有工笔一样
,

比较深人细微而已
,

本质上依然属

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
,

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 于意象性造型
。

其他汉唐陶俑
、

霍去病墓 石刻
、

历代宗

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
。

后 者 教造像无不 显示意象性特点
。

它们和 中国画一样
,

追

体积感强
,

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
,

局部大多平面性很 求神韵
,

不求肖似
。

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

强
。

有时在平而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 待它们
,

就能挑剔出解剖
、

比例不够准确
,

质感塑造不

皱褶
,

仍然没有立体感
,

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
。

因此
,

够充分等等不足
,

造成欣赏上的障碍
。

我们必须换一

通常雕塑表面光滑
,

没有 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 种眼光
,

使用我们自己 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
,

来

细微变化
。

这种特点
,

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
、

敦 欣赏中国古代雕塑
“

以形写神
”

的艺术效果吕 这样
,

当

煌莫高窟唐塑和 麦积山石窟宋塑 佛教造像
,

以及太原 我们从敦煌菩萨
,

晋祠侍女
、

年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

晋祠宋塑侍女
,

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
、

平遥双林寺明
“

栩栩如生
”
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

,

就不是象欣赏西方

塑和昆明笨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
。

中 古代著名雕刻
,

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
、

拉奥

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
,

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 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
,

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

先勾人物线描草稿
,

象人物画白描一般
,

再复制成雕 得象真人 一般的概念
,

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

塑
。

也有人直接在硬 质材料上勾线描稿
,

再雕而刻之
。

达的 人的生命力
、

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 而上的

这样创作雕塑
,

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
。

中国古代 东西
。

雕塑绘画性强
,

自有一种东方趣味
,

符合中国古人的欣 五
、

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
,

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

赏习惯
,

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 一艺术特点 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

的
。

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
,

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 造型术 ( m od ell ign ) 来精确地塑造物象
,

而多从感觉和

美眼光
,

才能把握美感要点
。

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 理解出发
,

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
,

简练
、

明快
,

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 占代雕塑缺乏雕塑性
,

那无异 以少胜多而 又耐人寻味
,

常常给人运行成风
、

一气呵

于为适履而削足
。

成
、

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
。

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

四
、

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
。

西方 动物的神韵
,

是普遍运用的手法
,

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

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
,

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
,

写实性极 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
二

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

强
_

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 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 象的感觉和理解
,

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

立门 户
。

在漫长的儿千年间
,

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 效果
,

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
,

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

两种装饰手段
,

这 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
,

也是线刻和 虎
、

象
、

马
、

牛
、

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
。

这

平面性浮雕

—
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 样必须有所取舍

,

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
,

其效果更突

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
。

装饰不求再现
,

只追求表现 出对象的特征
,

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

给人的印象更特殊

物象
,

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
不 而深刻

。

这 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
。

西 方

求肖似 (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 )
.

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 近现代雕塑一 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
,

追求雕塑语言的

特点
。

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
,

都不象西洋画那样 多变性和雕塑空 间的 自由性
,

不被客观物象所役
,

使

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
,

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 艺术创造更纯粹
。

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

象
,

再加上想象
,

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
,

和 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
。

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
。

中国画不画光影 (这是表现 霍去病墓石兽采取
“

因势象形
”

的手法
,

充分利用岩

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 )
,

色彩只表现固有色 (所以 石
,

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
,

只进行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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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限度的艺术加工

,

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 快顺溜
,

这就象喝醉茶和 喝咖啡不同一样
,

不能相题

不斤斤计较于形似
。

加工的语言有圆雕
、

有浮雕
、

也 并论
。

喝茶需要品味
,

如若不谙茶道
,

便永远进不了

有线刻
,

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 茶的境界
。

多变性运用的
。

这种圆
、

浮
、

线雕并施的语言
,

在汉 八
、

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 了中国古代哲学

唐陶俑
、

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
。

它们使 精神
;

儒家哲学尊天命
,

受其影响
,

中国艺术反映为

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
,

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 崇高
、

庄严
、

壮丽
、

重穆
、

典雅等等风格
。

道家哲学

甚至建筑感
,

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 崇 自然
,

在艺术上 则表现为飘逸
、

雄浑
、

淳厚
、

古

代大佛
,

就是杰出代表
。

朴
、

淡泊
、

天真
、

稚拙等等风格
。

中国画和雕塑都具

六
、

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
,

注重
“
以形 备这两 个系统的风格特征

,

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

写神
” ,

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
,

注重头部的刻划
。

性雕刻
,

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
,

龙门奉先寺大佛

中国古人认为
“

头者精 明之 主也
” 。

( ( 黄帝素 最为典型
。

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
,

寓有帝王的

问》 )
“

头者
,

神所 居
,

上圆象天
。 ”

( 《春秋元 精神气度
,

风格上 必然强调崇高
、

庄严
、

重穆和典

命苞》 ) 从原始时代起
,

人面或人头
,

在工艺装饰中 雅
。

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 系统的风

就受到特别重视
,

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 格
,

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
,

风格上追求自然
,

朴拙 可

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
。

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
,

直 爱
。

两者各异其趣
,

各有千秋
。

西方古典雕塑风格 比

到今天
,

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
,

头部仍是艺术家首 较接近前一系统
,

却少有 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
。

希腊

要表现的部分
。

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
,

便被看作是从 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
,

不

属的
,

较为次要 的
。

这样
,

在中国古代雕塑和 绘画 是刻意追求的风格
:

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
、

中
,

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
,

一旦头身关系 退熟 回生
,

追求一种内在美
,

一种原始美
,

一种大 巧

处理不好
,

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
,

这是 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
。

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

不必为古人护短的
。

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 角度来理解的
,

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
,

意力
,

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
。

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
。

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

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 深入
,

可是结构十分严 文化修养
,

从根本 上来认识中国艺术
,

否则欣赏也

谨
。

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
,

临摹西方雕塑易
,

临摹 好
,

创作也好
,

都很难进入堂奥

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
。

它们不如西方雕塑 九
、

中国古代雕塑遗产大量 属于佛教造像
,

佛教

结构准确分明
,

却另有一种完美性
,

神完气足
,

很不 美术有其特殊的经规仪轨
,

形成 自己 的特点
。

佛教美

易临摹到那种境界
。

在头部以外
,

又用充满韵律的身 术源于 占代印度
,

中国的佛教雕 塑源 自古印度的键陀

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
,

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 罗
、

马土腊和友多等地区与时代的佛教雕塑
。

中国艺

的准确本事
,

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
。

龙门奉先寺大 术家在学 习摹仿过程中
,

逐步将它们加 以改造
,

使其

佛
、

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
,

但依然 既保存了某些原产地的样式
,

又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特

很美
,

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

色
。

而印度键陀罗佛像受到希腊化时期的古典雕 刻影

七
、

中国古代以
“

温柔敦厚
”

为诗之旨
,

这和中 响
,

它们也有个雕塑本土化的演变过 程
。

因此
,

在欣

华 民族的气质
、

生活条件
、

地理环境
、

哲学思想
、

伦 赏中国古代佛像时
,

适 当对照希腊
、

印度的古代雕刻

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

别的艺术也如 进行比较
,

有助于加深认识和理解各自的美感区别
。

此追求
,

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
、

内在美
。

雕 同时需 要了解佛教造像的经规仪轨
。

上文提到的佛像

塑亦然
,

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 两耳垂肩
,

手长过膝
,

就 出自经规仪轨
。

佛像有所谓

那样一览之下
、

历历在目
,

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
、

含
“

三十二相
” 、 “ `

八十种好
”

的形象上的神化特征
,

不尽之意于象外
。

没有剑拔弩张
,

向外张扬的火气
,

两耳垂肩
、

手长过膝而外
,

又如螺发给青相
、

顶上 肉

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
,

给 髻相 (不是普通发髻 )
、

眉间的毫相等等可 以通过造

人 更多品尝的余味
。

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 型艺术加以表现的相好
,

在雕塑时都必须严格符合要

俑
、

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
、

孔武威风的唐代天 王力 求
。

佛和菩萨的肢体动作
,

特别是手势 (称作
“

手

士
,

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
,

都有这 印
”

或
“
〔口相

”

) 各有含义
。

各种佛经人物依身份不

种效果
。

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 同而有不 同的造形 (如有 的三头 六臂
,

有的千手 千

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
,

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 眼 )
,

不同的服饰标识 (如佛和罗汉著朴素的袭装
,

不发的美感特点
。

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 菩萨则衣饰华丽 )
、

不同的姿势 (如接引佛才站着
,

想相一致的
,

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 其他佛皆取坐姿 ) 等等
,

都有 固定 的要求
。

如不 了

致一样
。

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 解
,

很容易觉得佛教造像怪诞和雷同
。

(下转 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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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技巧与程序

。

罗恩菲德将技巧与程 序作了严 够他用来表现 ?2
.

这技巧 的使用是否 与儿童的作品合

格的区分
,

认为技巧是个人使用材料来表现的方法
。

技 为一体 ? 3
.

完成品所呈现的效果如何 ?

巧是极端个人化的
,

因此技巧是 不可解释或传授的
。

其 关于教师
。

教师应该体验艺术创作的驱力
,

因为 只

发展完全取决于 个人的需要
。

而程序则包括一 种材料 有这样才能 了解表现人类精神的艺术品
,

同样这也是

在使用时的不同阶段
,

程序才是可 以解释 的
〔

没有抽象 教师理解 儿童美术活动的基础
。

这使得教师能在最大

的技巧 好坏的标准
,

技巧的好坏要依据具体的儿童来 的限度与儿童的思 想和经验实现 沟通
,

同时也使得教

加以评价
,

能帮助儿童表现其特殊需 要的技巧才是好 师 了解儿童 所使用的媒材
。

所以
,

教师必须 对儿童的心

的技巧
。

罗恩菲德的将技巧视为不可教 的
,

可能有些绝 理有一种探勘 的能力
,

这十分重要
,

因为一个不能自由

对
,

但他提出 的体验艺术媒介的 儿个原则
,

则 不无道 创作的 儿童 的问题可能 出在心理 上
,

单单对其从技巧

理 这就是
: 1

.

艺术媒介必须顺 从儿童的表现欲望 ; 2
.

上加以指导
,

可能于事无补
。

教师还应该为学 生创造一

艺术媒介与艺术表现必须合为 一体 ; 3
.

一种技巧或程 种自由的环境
,

使他们能够 自由地交换意 见
,

在群体活

序不能被其它的技巧或程序所取代
。

动中发展思 想和运 动力 如果没有这种 自由
,

就不会有

关于欣赏
。

欣赏必须考虑到儿童 的需要
,

如果忽略 真正的创造 活动 但是
,

教育环境的自由
,

并不等于秩

了其反应
,

就会事与愿违
,

使儿童产生挫折感
。

而且
,

艺 序的混乱 秩序的混乱 比起严格的纪律可能更糟
,

因为

术欣赏的 目的并不 在于分析 一幅 画或 了解一件艺术 在混乱的秩序中是不可能正常地开 展教学的
。

关键是

品
,

而在于辨别作 品的价值
,

并与之 发生意 义关系
。

为 要逐步养成儿童自律的习惯

此
,

儿童必须注意作品的题材
,

因为艺术家只有体验过 回到本 文的题 目
,

我们的结论是
,

如果我们能够理

题材才能创作出作品来
。

同样
,

儿童如果接触了一 个自 解得更全 面一些
,

我们完全可 以从罗恩 菲德的理论中

己不感兴趣或没有关系的题材
,

他也不能体验它
。

另 获益匪浅 然而
,

由于我们在与另一种具有对立倾向的

外
,

还要对艺术家所使用的表现方法有所体验
,

这也是 美术教育思 想的 比照 中
,

不适当地强调 了罗恩菲德 的

欣赏艺术品的基础
(

这 对 儿童 来说
,

可能有一定 的难 理论的特异性
,

突出 了其偏激性
,

使得我们多少对之产

度
。

但如果给艺术家所使用的方法 赋予生命
,

体验就变 生 了一些理 解 上的偏差 当然
,

罗恩菲德的理论具有 一

得容易得多 了
。

比如
,

可以假想一条线是活的
,

会安静
,

种革命性
,

体现 了一种 民主教育的精神
、

作为对以往 压

会激动
,

会拜 访 一些地方
,

会与其它 一些线 和睦相处 抑学生 天性的美术教育思 想和活动的反动
,

具有一 种

矫 枉过 正的情绪在所难免
。

极端地强调 罗恩菲德美术

关于评价
。

评价不仅针对作品
,

更重要的是必须针 教育思想中的偏激性
,

片面地理解罗恩菲德的观点
,

将

对美术教育对儿童成长 的影响
,

所以
,

儿童的完成的作 不可避免地给美术教育带来危害
,

这已被事实所证明

品的重要性 比起他们制作这件作品的过 程要逊色得 但是
,

如果我们不是将我们对罗恩菲德 的理论的印象
,

多
。 “

如单就儿童技巧 上的表现来夸奖他
,

便意味着我 仅仅局限于 几句简单 的理论 概括
,

而 是深人到他的著

们只注重技巧的表现
:
这样

,

我们便忽略 了小学艺术教 作中去
,

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理论毕竟比我们想象的要

育中最重要的意 义
:
成长的鼓励

。

在 另一方 面
,

假如我 丰富得 多
,

也辩 证得多
。

可见
,

罗恩菲德理论所带来的

们在了解儿童在创作 上体验 自己的意 义
,

而不管作 品 消极影响
,

理 沦自身固然可能有些问题
,

但更主要的是

是如何的
`

鸳劣
’ ,

我们就会给 儿童信心和鼓励
,

让他觉 我们对
一

这种理论作 了过 于简单的理解
。

得走对 了路… …
”

⑥在观看 儿童作品时
,

首先注意的是 注释
:

儿童能否体验到他的作为
,

是否有表现自己的积极愿 ① 罗恩 菲德著
,

王 育德译 《创造与心 智的成 长 》

望
。

再一个是必须注意作品的意义
,

从而发现儿童 的经 5P 3
,

湖南美术出版社
,

验体验强度和表现程度
。

至于技巧
,

则要注意看其是否 ②同上 书
,

5P 5③同上 书
,

P 6O诬〕同上书
,

lP
一 2临同

与儿童作品的意义共存
,

即 1
.

儿童选择 的技巧是 否足 上 书
,

4P ⑥同上书 J
〕
4 4

(上接 22 页 ) 世 界所承认和尊重的
。

当许多中国人奔赴西方学习雕

上述各种特点
,

都不是孤立的
,

它们互相关连
。

塑时
,

西方雕塑家也来中国借鉴 中国古代雕塑
。

有位

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时
,

需要综合各个特点来认 美国雕塑 家曾对 中国美术学院的雕塑 系学生说过
:

识
,

才可能得出 比较合理的结论
,

承认它们确实还有
“

你们不要捧着金饭碗要 饭
。 ”

这句话是我当雕塑 史

不少好处
。

特点不一定就是优点
。

但有了特点
,

一种 研究生时亲耳听到的
,

我把它当作一颗定心丸摆在本

艺术就有 了它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和价值
。

中国艺术
,

文 的结尾
,

送给对中国古代雕塑 的
“

好在哪 里
”

尚有

包括中国雕塑之所以能一枝独 秀地屹立在世界艺术之 怀疑
,

不敢在欣赏课中理直气壮教学的同行
,

但愿 有

林
,

全在于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许多特点
。

这些特点是 点用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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