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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本人主持的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6JSCYS001）成果之一。
从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脉络出发，结合城市雕塑产生发展的中西文化背景，通过对中国城市雕塑发展
的诸多特点的分析，从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美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角度出发，阐述了中国城市
雕塑发展的语义、语境及当代内涵，以此说明中国城市雕塑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对其原
因作出解答，进而讨论中国城市雕塑的现代之路。
    本书首先从城市雕塑语义的辨析开始，就城市雕塑概念的形成、引用及多层次的语义指向等方面指
出城市雕塑这一概念在中国的独特语义，并由此指出中国城市雕塑具有的独特历史和文化语境。
本书就中国城市雕塑未能在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工作，并对新中国建立以来
的城市雕塑发展状况作了概要性的描述。
    城市雕塑的当代内涵问题是本书着力讨论的问题。
本书所指的城市雕塑的当代内涵为城市雕塑在特定地域（中国）、特定时代背景（全球化及中国经济
腾飞）的前提下的当代问题汇集，主要分为“城市雕塑的公共性”、“城市雕塑的美学评价”、“城
市雕塑与城市建设”、“探索中国式城市雕塑之路”几个部分。
    在结论部分，笔者指出由于中国城市雕塑与西方城市雕塑（公共艺术）的多方面的不同之处，中国
的城市雕塑必须在分析和吸收西方公共艺术的成功经验的同时，着力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及地域特色
，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城市雕塑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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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的外在形式    一、作为城市标志的城市雕塑    二、纪念性的城市雕塑    三、美化、装饰城市的城
市雕塑  第二节 广场与城市雕塑    一、广场的概念及历史    二、广场与雕塑  第三节 建筑型雕塑与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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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雕塑    二、陈云岗的学院派写意雕塑    三、吴为山的大写意雕塑第七章 结语参考文献附录一 城市雕
塑建设管理办法附录二 上海市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附录三 上海市城市雕塑建设规划方案图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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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中国城市雕塑语义之所以选择语义这样一个概念，主要是出于对城市雕塑一词在中西截
然不同的使用情况。
借用法国学者鲍丁格(K．Baldin—ger)的话说，语义学的特征是“把人的注意力从封闭的语言结构引向
了开放的经验结构，从语言学引向了非语言学世界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逻辑”。
虽然城市雕塑是一个完整的语言概念，却可以从其语义的解读导向开放性的“经验结构”，就其在中
国这块特定的地域范畴内又含有丰富的语义背景。
萨丕尔(E．Sapir)指出，在地理分布上，“种族和文化的分界线确有点和语言的分界线相应的趋势。
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
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
城市雕塑不是原创性词汇，在对此一词汇的使用选择和使用的强度上应该说“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
的文化”。
第一节 中国城市雕塑名词的提出虽然城市雕塑这一词语很难在西方世界的艺术语汇里找到对应的解释
，也无从查考它的由来。
但在中国，“城市雕塑”这一词语作为官方的正式用语有着准确的提出时问。
“改革开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关心城市雕塑工作。
1980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和国家计委负责人顾明，听取了刘开渠等雕塑家的意见。
根据谷牧的指示，刘开渠等人以毛主席纪念堂修改领导小组名义，起草了一份加强城市雕塑工作的《
建议书》。
1982年，华君武转达周扬的指示，要我们写一份关于雕塑方面的建议，由他向中央呈报。
在华君武、刘开渠的主持下，起草建议书的任务，交给了王克庆和程永贤。
‘城市雕塑’这个提法，从学术上讲并不确切。
相对室内雕塑，也有称室外雕塑的，而在现代欧美，又称公共艺术或环境雕塑等等。
但由于‘城市雕塑’一词在国内已经约定俗成，国外也用，因而在起草建议书时仍沿用了这一提法。
作为建议书的起草人，王克庆先生自己都觉得城市雕塑词语的不确切。
无独有偶，建筑大师吴良镛先生在《中国城市雕塑50年》序言中也提出“所谓城市雕塑，并不是一个
很确切的概念，它是相对于室内雕塑而言的，故可以称之为室外雕塑。
为了创造城市景观，也可以称之为景观雕塑、城市环境雕塑等。
多年来，‘城市雕塑’这一词语已约定俗成，也就无需再去为它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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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笔者近十年来对城市雕塑的认识，无奈舞画笔玩泥巴出身，文字能力有限，仓促之间成文，笔
力孱弱还请方家海涵。
近十年间，家事不断，往往羁绊于此，期间蒙美学家凌继尧先生不弃，有幸成为大师朱光潜先生的再
传弟子，常心怀惴惴焉。
公私两忙，为师为生为子为父为夫——角色转换间是太多的不安和遗憾。
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先生是我的领导也是多年的导师，本书的很多内容也归功于他的言传身教。
本书始动笔时，公共艺术的理论书籍尚寥寥无几，数年间论文及专著大出，目睹于此，常觉自己后进
。
好在公共艺术与城市雕塑并不是同质的命题，中国城市雕塑问题的研究领域仍然存在很多空白，而自
己的独立思考则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本书图片来源很广，为多年从各处收集而来，其中有部分来源于网络，有出处的大多已注明，未能注
明出处的图片敬请原拍摄制作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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