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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吴为山艺文集》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名人塑像
、古法塑孔子、塑老子心事浩茫塑鲁迅、东方智叟季羡林生塑像揭幕仪式上的发言、自信、深沉塑萧
娴、我塑吴作人、城市雕塑、从城标说《长安门》、写意雕塑、雕塑论雕塑只为雕塑、略论中国写意
雕塑的历史与发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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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为山，1962年1月生，江苏东台人。
198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雕塑院院长，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艺术委员会主任。
20年来创作了500余件历史人物雕塑，遍布20多个国家，作品收藏于中国美术馆及欧美重要博物馆；提
出“写意雕塑论”和“中国雕塑八大风格论”；出版专著《视觉艺术心理》、《雕琢者说》及画册15
部。
2006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吴为山雕塑艺术展，并曾在荷、美、英、韩、日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举办个
人作品展。
作品《睡童》获英国皇家“攀格林”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大型群雕》、《天入
合一——老子》获2009年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曾获第三届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展最高奖、
第十届全国美展优秀奖。
是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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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文心铸魂——创作篇 引言 一、历史文化名人塑像 古法塑孔子 塑老子 塑以载道——昙曜塑像记 
曹雪芹像 心事浩茫塑鲁迅 中国文化的符号——在钱穆像揭幕仪式上的发言 我这个老人美在哪里——
追忆敬爱的费孝通先生 东方智叟季羡林 诗书画塑、形神妙合——我塑饶宗颐像 千载留芳名——百年
沧桑顾毓绣印象 大学的坐标——在郭影秋铜像揭幕仪式上的发言 气象学家的风采——在涂长望先生
塑像揭幕仪式上的发言 农民科学家陈永康的瞬间 风骨超常伦——为杨振宁先生塑像记（附文：读吴
为山的真、纯、朴，杨振宁 在清华大学塑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杨振宁在南京大学塑像揭幕仪式上的
讲话） 在高锟先生塑像揭幕仪式上的发言 山源老人的形式 传神写照——为张明山造像记 似与不似之
魂一我塑齐白石 六塑林散之 自信、深沉塑萧娴 我塑吴作人 激越的生命乐章——关于国家重大历史题
材《义勇军进行曲——聂耳》的创作 分毫之间——为顾景舟塑像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纪念熊秉明先生（附文：凝固的历史、四手 合塑、促成熊先生作品捐赠对于二中国美术史意义重大）
诗意的塑者——追忆苏天赐先生 2886号行星笑了——田家炳先生塑像记 我与圆霖法师的交往 图说文
化名人塑像 二、城市雕塑 从城标说《长安门》 魂兮归来——创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大型群雕记 星耀长空——渡江战役纪念馆大型主题雕塑“千帆竞渡”设计创意 “狮岭阅江”创作
随笔 母爱无疆——淮阴漂母像创作感言 三、写意雕塑 第二卷林泉文思——理论篇 引言 一、雕塑论 雕
塑只为雕塑 略论中国写意雕塑的历史与发展 我看中国雕塑艺术风格特质 我看重大历史题材雕塑创作
——在中国美术馆全国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研讨会上的发言 漫说雕塑之一：比较中的思考 漫说雕
塑之二：模糊中的传神 用写意为时代造像 中国人文精神与城市雕塑 黄河铁牛的价值 论柬埔寨吴哥窟
艺术及其宗教文化特征 雕塑的诗性——兼谈人物精神的塑造（在澳门大学、联合国澳门教科文中心的
演讲） 传统与创新（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演讲） 用雕塑奏响石头城文化乐章（在南京市民大讲堂的演
讲） 二、艺术评论 傅雷对中国美术的贡献 书卷气、才气、骨气——浅谈高二适书法的人格气象 我看
王朝闻先生的雕塑美学观 中国画的围墙终会打破——怀念吴冠中先生 在范曾先生受聘北京大学画法
研究院院长仪式上的讲话 点染江山——感受朱道平的绘画世界 文心造壶、古韵新声——谈鲍志强先
生的艺术 梦入五色、境由心出——观吕俊杰先生的紫砂艺术 民族气派、现代风格——在朱铭雕塑展
开幕式上的发言 田世信艺术的价值 军魂的塑者——在程允贤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任重道远——中国
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首届艺术大展序言 “丹青辉映琴瑟和鸣——中国艺术研究院伉俪艺术家绘画展
”序 由工到写的意象生成——我看当代工笔画前景 三、艺术对话录 书法的意义——与乙庄对话
（2010年9月15日） 建立中国当代雕塑的价值体系：从写意雕塑说起一与杨振国对话（2008年2月12日
） “我的雕塑不迎合西方人”——与薛龙春对话（2003年获得“攀格林”奖后） 艺术·表现·诗性·
精神——与上海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李晓峰对话（2003年7日） 雕塑的本质——与杜骏飞对话（2001
年8月） 第三卷胸怀家国——参政议政篇 引言 一、重要发言 重视国学教育，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
（2011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在中美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报告（2010年10月15
日） 文化交流需要大国思维（2010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不负众望、开拓
创新（2009年11月，在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新一届 艺术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大会上的报告
） 调适心理状态，追求艺术创新（2009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在全国城雕
艺委会全委会暨首届中国城市雕塑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2008年10月26日，南昌） 在第九届中国
长春国际雕塑作品展开幕仪式暨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思想者》入园仪式上的发言（2008～～7月26日）
肩负使命，开创全国城市雕塑新局面（2008年5月，在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新一届艺术委员会
全体委员大会上的报告） 在韩国仁济大学授予名誉哲学博士仪式上的讲话（2007年10月4日） 在中国
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成立仪式上的致辞（2007年5月28日） 在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成立仪式上的讲
话（2003年） 二、重要提案 关于在全国中小学义务教育课程中加强书法教学的提案（2011年3月，全
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提案） 关于加强全国城市雕塑建设科学管理刻不容缓的提案（2010年3月，全
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案） 关于推迟人文学者退休年龄的提案（2009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
会议提案） 关于对城市雕塑实施评级分级保护措施的提案（2009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提
案） 建议对沿海发达地区开展城市雕塑建设“公共艺术百分比”制度专题调研（2009年3月，全国政
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提案） 关于“四川什邡穿心店地震遗址区”应加以保护利用的提案（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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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提案） 第四卷艺舟漫笔——随笔篇 引言 一、悠悠情思 父亲和他的诗 精神的
速写——由二十年前的一些涂鸦所想到的 最高的奖赏——写在吴为山雕塑苑揭牌之际 艺术的情话 美
哉，黄山 春拂宜兴 美我无锡 天上人间与母子情——香港科大海边随想 二、异域留踪 我在荷兰的日子 
《马》的启示 迷醉德加 走近罗丹 英雄交响重奏——观布尔代勒的系列贝多芬雕像 神遇达鲁 博物馆奇
遇——由作品引起的思考 美利坚之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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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人的价值之评述往往要退远到一定的时空。
当我们遥望一个历史的背影，便油然追问：他给这个世界照亮了什么？
对于孔夫子，我们可以说：他对一个伟大民族的深层心理、道德伦理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二十多年来，我钟情于现当代历史文化人雕塑创作，对象多是耄耋之年的学者、艺术家。
可塑性的泥在满怀深情的手的运作中，常常痛快淋漓地表现着生命的颤动。
以此法创作则塑痕鲜明，流动性大，可以凝固瞬间变化和感受。
我塑孔子，开始也习惯地用这种手法。
但越塑越觉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符号的孔子，其应有的凝重与浑朴失去了。
 匡亚明先生曾说：“世界历史三大名人，耶稣、释迦牟尼、孔子，前两者搞宗教，而孔子一生为人类
，我看孔子更伟大。
”虽然古书中对孔子的形象有描写，唐代吴道子、宋代马远均有画本传世，但老百姓心中自有一尊只
可意会而不可言状的孔圣人像！
文字描述中多奇象。
马远的画太夸张，前额宛如年画中的“老寿星”；吴道子画得飘逸、有仙气，但转化为雕塑，则“分
量不够”。
以西方雕塑写实的手法塑造，尽管高额、垂耳、长须等特征都出来了，却缺乏古意。
文化人的长相对应其文化特性。
而文化的生成受时间、空间及种族影响。
凡大哲皆为某一文化之代表，故有异相、奇相，非以一般意义上的比例、结构所能刻画。
所谓古意便是时间的悠远，它是古代文化留给我们挥之不去的想象与意象。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石窟雕塑，那体积的稳衡和精神的恒久，均是不拘泥于生理结构，注重整体
体量对比所致，它有历史的遥远与静穆。
这是“古法”，是我们文化中的生命音符，是古代匠师对天、地、人认识的朴素体现。
以此法塑孔子会获得文化背景与文化符号的谐和——内容与形式的同构，就如同在古代的歌谣中寻找
一个古代的人和事。
 找到了形式的框架，碰到的是如何具体塑造孔子这个问题。
为此，我专门找到了孔子嫡传后代的照片，但令人失望，并不是我心目中的孔子相。
倒是冯友兰、匡亚明身上有这种影子，特别是冯友兰由内到外的一股儒气，浓密丰茂的胡须、匡老饱
满的天庭⋯⋯这是儒学精神熏出来的！
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的源流、渗透是何等的潜移默化，甚至影响到人的长相。
仔细回味，我所熟识的大文化人，几乎或多或少有孔子的影子，未必全在长相，有的体现在举止言谈
中。
即我们所说的“儒雅之气”。
 我把孔子塑成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慈祥、渊博。
外形式上尽量单纯，舍弃一切不必要的凹凸，轮廓趋于弧线，身体以半圆体喻示儒家的中和，衣纹用
阴刻线表现，简朴、纯化，古韵十足。
 这尊1994年塑成的孔子胸像，头微前躬，谦恭、大度。
见者都说，是“春秋战国时的鲁国人”。
 2006年，我的雕塑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主题为文心铸魂，重在展示古今贤人雕像。
孔子像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时空里，他是云中之巅峰；在文化里，他是和煦之春风。
当然，他更是一尊凛然的化石，那仁慈，从脸上道道皱纹中绽出，似山脉水系，流韵弥长。
手的礼仪传达着“仁”，孔子之仁，二人为仁，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伦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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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收录在这部文集中的文字，跨度三十余载。
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纪录了我雕塑创作的心得，多为在创作之余即兴所写，记述了一个在艺术中
行走探索的人内心的感悟。
其中不少文字追溯了我为众多文化名人塑像的经历，能得到前辈先贤春风化雨般的教诲，乃我之福分
，故而亦借着这些文字表达对他们的感念。
第二部分收录的是我作为一位艺术研究学者近年来撰写的一些论文及评论，也算是对自己为艺为学的
思路的梳理。
文中观点纵非先知高论，却是真实朴素的体会。
“修辞立其诚”，扪心自问，大约是做到了。
第三部分收录了我在国内外所参加的会议和活动上的发言或提案，因为场合的关系，文字难免严肃端
庄起来。
这份庄重其实源于对时代的关注，对家国的深情。
我向来认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应沉溺于自己的小世界，必须具备广阔的胸襟和博雅的见识，因此这些竟
是我写得最用心、最用力的一批文章。
与之相比，第四部分的文字则轻松活泼许多，大都是关于艺术、生活、旅行的一些随想，篇幅虽短，
却都是性情趣味的写照。
积少成多，倏忽成秩，数十年间所结的文字缘，大抵都在这里了。
    除了文字之外，这部集子还收录了我的一些雕塑、绘画及书法作品。
于我而言，诗、文、书、画、塑皆出于心，是艺术生命承载的形式，亦是一种自我修行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虽是对我这些年来艺术生涯的一次总结，但更是一场新征程的开端，在此后的
岁月里我将更加精进不懈。
    说到此书出版的因缘，不得不感谢“四个一批”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大力提举。
我有幸进入“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并几次参加了培训，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受益甚多。
今又得以出版个人文集，借此契机将纷繁的灵感诉诸笔端，零散的文字汇编成秩，将一个较为全面的
自我展现在读者面前。
    李娜博士、尚荣博士为整理书稿、配插图片作了大量勤恳的工作。
内人吴小平女士也对文集的编撰给予了长期的支持，令我深为感动。
中华书局的编辑罗华彤先生则为本书付出了大量心血，其高超的专业水平、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令人
叹服。
凡此种种，难以缕述，友朋高谊，谨志篇末，并致谢意！
    吴为山    2011年8月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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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为山艺文集》是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在雕塑、绘画、书法及其雕塑创作理论等方面所取得成就的一
次全面展示，反映了其作为一个优秀艺术家在创作道路上的辉煌成果和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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