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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铸造历史表明，人类自从掌握了金属铸冶技术，就生产了艺术铸件。
古今中外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铸品遗存说明，在世界各国历代都创造出种类繁多、精湛无比的艺术
铸件成型技术和装饰技艺。
因此，艺术铸造和铸造一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有许多铸造技术最早是因艺术铸件制作的需要而产生的，随后推广于一般技术铸造，从而促进了整个
铸造技术和生产的发展；有些铸造工艺技术的发展，用于艺术铸造，又推动了艺术铸造的发展。
前者如中国传统艺术铸造方法中的范铸法（泥型铸造法）、拔蜡法等，后者如近代的熔模铸造法、树
脂砂铸造法、陶瓷型铸造法、实型铸造法、消失模铸造法等。
因此，艺术铸造与铸造技术是相互促进和发展的。
但是，艺术品铸造与一般工业品铸件铸造又有所不同，它具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艺术铸造是一项艺术创作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工程，它具有　　精神生产与物资生产双重属性。
艺术铸件中，主体是艺术创作，铸造是完成艺术作品的手段，铸造方法服务于艺术要求，忠实于艺术
要求，应完全地体现艺术作品的精神与风貌，要体现艺术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家的风格。
比如在铸造工艺和铸造合金选择上，工业铸件看重的是铸件的力学性能（内部质量）和铸件的尺寸精
确度、表面粗糙度（表面质量）。
艺术铸造件更看重的是形状准确、纹理清晰、表面色泽及其耐久性以及质感，对于响器，还有音响要
求等。
因此，艺术铸造是一个专门的门类，是铸造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是一门与文化艺术等多门
类学科相结合的边缘学科。
　　随着我国经济振兴和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也快速地发展，对于城雕、铜像、佛像、纪念铜
雕、文物复制、旅游纪念品、礼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已相继出现专门从事艺术铸造的企业，近年更有较大发展。
同时，不少铸造企业也经常接到有关铸造艺术品的订单，艺术铸造已逐渐形成了一个行业。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除了原有的美术院校雕塑专业，我国一些高校和专科院校，纷纷增
设了有关雕塑的专业。
但就目前来说，艺术与铸造之间的沟通还不够，存在着搞艺术创作的人不了解铸造工艺，从事铸造工
艺的人不了解艺术家对作品的要求。
有些学校还建立了艺术铸造的实习工场，开设有关课程，但苦于缺乏系统的教材；从事艺术铸造的人
员也难于找到有关书籍。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撰写这本书，其目的是从艺术铸件的要求和特点，以及作者从事艺术品铸造实践
经验上来介绍制作各种艺术品的实用铸造技术以及相关的焊接、着色、表面效果处理技术和方法。
本书立足于实用，可作为开设金属雕塑课程的艺术专业，开设艺术铸造课程的工程专业的教材或教学
参考书，也可以为生产艺术品的铸造厂家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从事青铜雕塑创作的艺术家，以及
对金属雕塑有兴趣的艺术爱好者和从事装饰工作的人员提供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艺术铸造技术>>

内容概要

　　艺术铸件是雕塑创作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艺术工程产物。
它的生产包括雕塑创作、翻制模具、制作雕塑、合金选择、熔炼浇注、清理、修理、组装、表面处理
等工序。
　　本书针对艺术铸件的要求和特点，结合作者多年从事艺术铸造的实践，详细介绍了制作各种艺术
铸件的铸造技法，原辅材料，焊接、着色、清理、打磨、精修等艺术品后处理方法和技巧。
　　全书立足于实用，可作为开设金属雕塑课程的艺术专业，开设艺术铸造课程的工程专业的教材或
教学参考书，也可以为生产艺术品的铸造厂家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从事青铜雕塑创作的艺术家，
以及对金属雕塑有兴趣的艺术爱好者和从事装饰工作的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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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三十多年来，随着文化事业的繁荣，各地逐步恢复和发展了艺术铸造。
例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广东就使用传统泥型失蜡铸造法和现代水玻璃熔模精铸法铸造铜雕塑。
80年代初，便陆续铸造出大型铜雕塑，如使用传统泥型失蜡法铸造的纪念铜像——“陈嘉庚”像（彩
图1-28，作者：潘鹤，1983年，高230cm），中山温泉的“孔雀女”（彩图1-29，作者：胡博，1981年
，高160cm），复制曾侯乙编钟等；使用现代工业技术——水玻璃熔模精铸法铸造的大型铜雕塑深圳
市的“孺子牛”（彩图1-30，作者：潘鹤，1983年，长560cm，4000kg）、“艰苦岁月”（彩图1-31，
作者：潘鹤，1984年，高250cm，2400kg）等。
　　80年代以后，艺术铸造蓬勃发展，铸铜城雕塑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现，不胜枚举。
例如：立于广州的“流溪河”（彩图1-32，作者：梁明诚，1988年，高150cm）；立于上海的“蔡元培
像”（彩图1-33，作者：刘开渠，1988年，高250cm）；立于大连市的“关向应纪念像”（彩图1-34，
作者：张秉田，1988年，高825cm）；立于平顶山市的“平顶山地质工作纪念碑”（彩图1-35，作者：
吴树华、耿泉声，1992年，高900cm）；立于湖北竹山县的“施洋大律师像”（彩图1-36，作者：项金
国、孙绍群、陈育村、傅中望，1993年，高500cm）；立于深圳市的动物雕塑“抚爱”（彩图1-37，作
者：滕文金、乔红，1996年，高400cm）；立于北京的“寰宇传书”（彩图1-38，作者：侯一民，1996
年，高500cm）；立于广州的“冼星海”（彩图1-39，作者：梁明诚，1997年，高680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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