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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手记 EDITOR'S NOTE

数字雕塑是一个新词，这两年才刚刚尝试着在媒体中出现。数字雕塑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今天

我们所熟悉的“雕塑”？它的未来趋向恐怕谁都难以预料。

所谓数字雕塑，指的是“数字化”的雕塑，即借助计算机技术，将雕塑的图、形、体、像等各种

信息转化成为计算机语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二进制数字“0”和“1”，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编码、

压缩、解码，再经过计算机的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等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将它变成

雕塑。

数字雕塑与常规意义上的雕塑相比，它的区别在于，其思考方式、工作方式和呈现方式都发生了

变化。尽管它们都还是在遵循人的想法，但常规雕塑是人通过手工劳动，直接变革物质材料，让它

发生符合 人预想的变化，成为具有物质实体的雕塑作品。数字雕塑则通过计算机这个介质，来完成

人的预想，它的作品可以用物质实体的方式呈现，也可以用非实体的虚拟方式来呈现。

数字雕塑的强大在于技术，它一旦和大数据、3D 打印、VR、AR 等新技术结合，特别是将来和

人工智能结合，将在根本上改变雕塑的未来格局。

那么，传统的、手工的雕塑会不会消亡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如果人类审美活动的要旨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它体现为人的一种非功利的精神需求，那么，传

统雕塑的方式恰好为人保留了一块私密化的、体验性的、非功利性的领地。如果数字雕塑可以非常有

用而且有效地解决和满足人的实际需求，那么，它的进步恰恰让另一种雕塑真正纯化了，即没有实际功

效，没有具体诉求的雕塑，它是纯个人化的，唯一性的，无法快速复制的，它真正做到了，雕塑就是

雕塑，不为其他，就只是为了个人的喜好。

到头来，这种退回到自娱状态的作品也许正好成为人们最为看重的东西。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数字雕塑的到来，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担心手工雕塑的消亡。既然未来的数

字雕塑可以非常便捷地帮助人们满足各种社会的、公共的、功能的需要，那么，就让一部分雕塑家继

续创作那种传统劳作的雕塑，享受手工制作所带来的快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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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数字雕塑教  
 学研讨会”暨“2017中国·西安
 数字雕塑作品展”
“NATIONAL SEMINAR ON DIGITAL 
SCULPTURE TEACHING OF HIGHER 
ART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2017 XI’AN CHINA DIGITAL 
SCULPTURE EXHIBITION”

   01

01 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数字雕塑教学研讨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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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艺 术 院 校 数字 雕 塑 教学 研 讨 会”暨
“2017 中国·西安数字 雕塑作品展”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在西安美术学院 举 行，来自全国的 10 余所高等
艺术院 校的专家学者 齐聚西安，共同探求艺术 与科
学交融的新思维、新方法，开启雕塑艺术创作的新方
向，这 标志着数字 雕塑已成为显示时 代 特征的重要
学科方向。

在当代艺术的发展中，雕塑专业的内涵及外延均
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雕塑艺术面貌表现出了空前的多
元化，特别是 科学技 术的快速发展给艺术开辟了前
所 未有的新 天 地 和新 气象。时至今日，数字 技 术的
广泛应用与影响趋势 对艺术发展的未来预示着无限
的可能性，随着计算机的发展普及 和数字化时 代的
到来，数字雕塑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视觉景象，并
且成为一种独 特的雕塑创作形式，在给 雕塑创作注
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为雕塑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为重要的学科建设内容和专业拓展项目，各美术学
院 雕塑系都不同程度地开设有相关课 程，为数字雕
塑教学研究及创作实践进行着有益的探索，并取得
了丰富的课堂成果与教学经验。

为了加强数字雕塑艺术 相关创作研究以及课 程
体系的建设，激发数字雕塑创作活力，西安美术学院
发起并联合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共同召开 “全国艺术
院 校数字 雕塑教学研 讨 会”，同时 举办 “2017 中国·
西安数字雕塑作品展”，促进数字雕塑艺术的教学研
究与创作实践，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展开校际间的
教学交流与合作。

西安美 术学院副院长贺丹 在致 辞中说 ：西安美
院 倡导开门办学，就是要以融入生活的姿态去把 握
时代的需求，因此，包括数字雕塑在内的专业拓展项
目一直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它将使我们的专业建设更
加多元 化，更加符 合时 代发展特性。这次 全国数字
雕塑艺术 教学研讨会及 雕塑展，是西安美术学院新
的教学思 路、教学改革的体 现，也是 对 教学创新的
充分重视，显 示了西安美术学院 对于当代艺术 发展
所做的努力，让我们以全新的眼光、开阔的思维，审
视艺术的发展，同时以全新的创造力展现出数字雕塑
艺术的无穷魅力。

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姜怡翔在致 辞中说 ：这次
数字雕塑主题 研讨会及雕塑展既是以当代的眼光对
雕塑艺术进行一次面向科 技的延伸，也是 在继承 传
统的基 础上对 雕塑艺术的一次重新解读，通过此次
研 讨 会 及 雕塑展既 可以 使我 们在 借 鉴融 合 科 技的

   04

   03

   02

02 李苑琛  英雄在内

03 郑靖  瀛涯胜览

04 刘馨璐  迷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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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上进 行 创新，也 使我们看到了在新时 代 雕塑艺术 发展的美好
前景，更重要的是此次研讨会及雕塑展为我们创建了一个全面的、
高水平的学术 研究平台，国内外艺术院校的专家学者在这里共同探
讨和见 证数字雕塑的兴起与发展，开启雕塑艺术 创作的新方向，这
对西安美术学院的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次研讨会学术主持、中国雕塑学会学术部部长、《中国雕塑》
执行主编唐尧说 ：人类的文明正在高速驶入数字信息的时代，所有
的领域 都面临着全新的机遇 和挑战，政治、经济，宗教、哲学、艺
术 概莫能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西安美院主办的全国数字
雕塑教学研讨会，呈现出一种战略性的高度和意义。它是中国高等
美术学院数字雕塑力量的第一次集结和检阅，共有 13 所美院派出了
教学前沿最优秀的青年教师。他们展现出在数字造型、程控动态、
交互装置乃至跨专业跨学科拓展等诸多方向的创作活力和潜能。特
别是 在 教学交流方面，由于开设 课 程的时间和规 模 差异 ——最长
的 10 年以上，多数两年，还有一些院校正在筹备中，这种交流就更
显得 及时而卓有成效。相信这次会议 将会成为中国数字雕塑教学
全面启动的一个里程碑。

四川美术学院 教授朱尚熹代表专家发言 ：我觉得中国的数字雕
塑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今天已经形成一个势 不可当的趋势，我们
在座的好多数字高手都有专著，而且好多在场的雕塑家都有大量的
数字雕塑的创作实践，今天的展览都可以看到这些，是不可回避的
现实。而且这个现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 像数 码照 相代 替 胶
卷 照 相一样，但是，我们要理 性 地 讨论数字化进 程对 雕塑发展的
意义，要思考数字雕塑教学的目的。

本次活动总策划、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王志刚主持了开幕
式，他 在发言中指出：随着科 技的快速发展，数字技 术越来越多的
应用到各类艺术 创作当中，雕塑作为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在当
代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也 在不断地 发生着从形式到内容的巨大

变化，这必然反映在我们的雕塑教学当中，而且对我们的师资结构、
知识储备、教学方法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分
享各自艺术 创作与教学的经验，在本次学术交流中畅所欲言，为数
字雕塑的发展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我期待着我们能对数字雕塑有
一个全新的认识，数字建模、3D 打印并不是它的全部，我们还需要
更多观念上的突破，将 雕塑艺术 放 在社会发展、科 技 进步的大环
境中，来探求我们当代雕塑的发展方向。

此次研讨会和展览活动，是由西安美术学院发起并得到全国各
大艺术院 校支持的一次高水 平的有关数字雕塑艺术 发展的大会。
研讨会及数字雕塑展在筹备之初就 得到了国内外众多艺术院 校及
雕塑家的积极响应。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雕塑艺术 借助于当代科
技的发展表现出了崭新的面貌，表现形态的多元化体现出了前所未
有的新特点和新气象，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艺术发展的未来注入
了无限的活力，数字雕塑作为一种独特的雕塑创作形式，在国际国内
的发展方兴未艾，同时也为艺术院校的雕塑学科建设及教学提出了
具有挑战性的要求，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雕塑艺术家我们有责任
也有信心在这一专业领域深入交流，勇于突破，为数字雕塑教学研
究及创作实践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

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和专家有：西安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赵万
东、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贺丹、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姜怡翔、西安
美术学院研究生处处长武小川、中国雕塑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雕塑》
执 行主编唐尧、四川美术学院 雕塑系教 授 朱尚熹、纽约科 技 大学
科学与艺术学院数字艺术系教授罗伯特·迈克尔·史密斯、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蔺宝钢、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陈克、
广州美术学院 雕塑系讲师郑晓雄、中央美术学院 雕塑系副主任 孙
璐、中央美术学院数字造型工作室 3D 打印实验室讲师梁尔亮、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 雕塑系副主任陈 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雕塑系实
验员王寅、湖北美术学院 雕塑系主任张 松涛、湖北美术学院综合

   05    06

06 展览现场05 活动的集体合影将采用3D扫描打印，技术团队进行现场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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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公共艺术教研室主任谭炜、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
院公共空间艺术系主任郑靖、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讲
师张俊、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跨媒介工作室主任唐勇 、四川美术学
院雕塑系讲师张增增、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讲师田子阳、鲁迅美术
学院 雕塑系教师孙双 典、天津美术学院 雕塑系金属工作室主任黄
文智、广西艺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院长黄月新、广西艺术学院美术
学院 雕塑系数字 雕塑工作室主任韦扬锋、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雕塑系系主任朱智伟、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雕塑系讲师薛问问、
郑州大学美术学院 雕塑系系主任解少勃、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雕塑系副主任李烜峰、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雕塑系材 料工作室
主任王 远 鹏、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雕塑系讲师刘晔、大连 理工
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艺术系教 授邓威、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讲
师张盛、数字雕塑艺术家周长勇和本次活动执行单位西安美术学院
雕塑系主任王志刚、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总支副书记张耀、西安美
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陈晓春、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创研室主任郭继
锋、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第一工作室主任苗鹏、第二工作室主任邢
开、第三工作室主任姚艳玲以及雕塑系全体教师与部分学生。

开幕式之后，大会举行了主题论坛，围绕数字雕塑发展现状及
其前景展望展开讨论。论坛和研讨会由中国雕塑学会副秘书长、学
术部部长、《中国雕塑》 执 行主编唐尧主持，并邀请中央美术学院
雕塑系副主任孙璐教授、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陈克教授、广西

Abstract

    “National seminar on digital sculpture teaching of higher art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2017 Xi’an China digital sculpture 

exhibition” was held in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on December 

22nd, 2017.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from art academies discussed 

new thinkings and ideas of the fusion of art and science, and 

directed new path of sculpture creation. It symbolized digital 

sculpture had already become important discipline orientation with 

time characteristics.  

艺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黄月新教授、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王志
刚教授、西安美术学院研究生处处长武小川教授为论坛对话嘉宾。
应大会邀请，纽约科 技 大学科学与艺术学院数字艺术系教 授罗伯
特·迈克尔·史密斯 做 《数字 雕塑的发展简史》、四川美术学院 雕
塑系教授朱尚熹做 《数字化条件下的雕塑前景》、数字雕塑艺术家
周长勇做 《当代艺术中数字雕塑的个案分析》的主题发言。

大会下午举行学术交流研讨会，各院校代表轮流发言，围绕各
院校数字雕塑教学开展情况，展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07    08
07 周涛  随风而逝

08 王斐 行者系列之九（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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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数字——信息雕塑新生代第
一次集结

2017 年 12 月 22 日，“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数字雕塑教学研讨会”
暨“2017 中国• 西安数字雕塑作品展”在西安美院举 行。西安美院
雕塑系主任王志刚是这个展览和研讨会的发起 人。在最近两三年
之中，王志刚作为西美雕塑系的掌门人，连续在传统 雕塑教学、数
字雕塑教学和艺术介入乡村等重要的生长点上发力，体现出一种整

体 性 和前瞻性的学术 视野 和敏 锐。我 作为这次会议的主持人，见
证了中国艺术高校数码雕塑教学力量的第一次集结，其意义应该是
战略性的。

如果说二进制是上帝创造 这个 世 界的编码，那么人类解读这
个编码有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最早的一个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

DIGITAL XI’AN — THE FIRST 
CONCENTRATION OF NEW DIGITAL 
SCULPTURE
文/唐尧

By Tang Yao

前沿聚焦 CUTTING-EDGE FOCUS 

   01

01 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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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始 祖伏羲。他用一连一断两个符号在上中下三个 位置的排列组
合，创建了 8 个高度抽象的象 征 符号。这 8 个 符号 在随 后的数千
年中，被演绎成 64 卦、512 卦以至于可以范畴整个宇宙。第二个是
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兹。他的贡献是二进位制。他用 0 和 1 把古老
的中国阴阳变成了现 代的欧洲数学。第三个人是美国奇才、信息论
之父香 农。他开启人类信息时代的传奇论文 题为《通 讯的数学理
论》。也 就是说，是香 农把 0 和 1的二进制与电子技 术的二极管连

接起来，从此数字之流借助电子技术为载 体，在短短数十年中，飓
风海啸般摧枯拉 朽。人类文化的所有领 域 都面临颠覆与重建。一
个全新的数字世 界正在深刻地 介入、影响和生成我们生活的现实
世界。在形成这个新世界的进程中，数字艺术的审美创造力必将扮
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相对国、油、版，雕塑由于它特有的空间性和实
体 性而更有一种抵近生活的造型优势。故此数字雕塑的潜 在空间
和前沿意义毋庸置疑。

   02

   03

   04

   05

02 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郑晓雄

   发言

03 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

   术学院公共空间艺术系主任

   郑靖发言

04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数字造

   型工作室梁尔亮发言

05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王

   寅发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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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聚焦 CUTTING-EDGE FOCUS 

2008 年我曾在北京今日美术 馆策划过中国第一个国际数 码雕
塑展。赞助商是 AUTODESK，参展艺术家包括了肯尼斯·斯内尔森
和布鲁斯·比斯利这些进入艺术史的雕塑大师。那个展览引起的振
动一直波及到今天。尽管国内由于学院 机制的强大惰性，反应速度
偏慢，但 10 年之后，当年被数 码雕塑震 撼 过的年轻 人已经成长 起
来。所以当我站在那个讲坛上的时候，我首先表达了对数字雕塑终
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欣慰。

这次研讨会有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各大美院除了雕塑系掌
门人，都带来了一位青年教师。他们是各大美院新生代数字雕塑的
高手。各院校的教学和创作情况都是由他们主讲介绍。

这是一场中国数字 雕塑教学力量的“遭 遇战”。坐 在会场上的
各 大美院 谁 也 不知道别人家的底 牌。就 开设 课 程的时间而言，广
州美院和中国美院动手比较早，无论是数字教学还是创作成果都明
显领先。其他中央美院、清华美院、西安美院和四川美院等都是在
2016 年开始设置本科课 程。大家介绍了各自的教学课 程量和排课
内容之后，我们发现就 基本结构而言，可以概 括为一个三段式。第
一段是 基 础，主要是学习和掌握数字软 件的造型技 术 ；第二段是
应用掌握的数字技 术 进 行艺术 创作 ；第三段 则是 在前两段的基 础

上，试图跨出雕塑乃至艺术 领域，拓展与社会力量、科研机构和企
业的跨界合作。

其中四川美院 又是 一个 必 须单 说的特 例。四川美院 雕塑系在
2016 年改革实施工作室制，除了保留了具象和公共艺术（原来的环
境艺术）两个原有方向外，新开设的“器物工作室”前面已经提到。
这里要说的是焦兴涛最具野心的设置 ：“跨媒介工作室”。在数字雕
塑教学力量还很薄弱的条 件下，依靠与社会力量的共赢 合作，四川
美院大胆实现“弯道 超车”。2017 年在上海喜马拉雅举办的“虚拟
车间”展，是跨媒介工作室的一次整体展示。他们与妙果科技合作，
使用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脑电波互动等多种新科技与艺术杂交
的创作手段，试图探讨现实与虚拟、作品与观众之间各种新颖独特
的生理和心理关系。他们作品大多需要观众的现场参与，尽管不一
定非常成熟，但这是中国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向数字技术攻击前进
的前沿阵地，非常值得关注。

整体来看，各大美院基本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谁抢占了数码
艺术的先机，谁就抓到了未来之门的手柄。 

        （唐尧 中国雕塑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雕塑》执行主编）

   06

   07

06 四川美术学院雕

   塑系张增增发言

07 西安美术学院雕

   塑系第一工作室

   主任苗鹏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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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seminar on digital sculpture teaching of higher art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2017 Xi’an China 

digital sculpture exhibition was held in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on December 22nd, 2017. Wang Zhigang, 

dean of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sculpture department, as the initiator of the exhibition, has been focused 

on traditional sculpture teaching, digital sculpture teaching and art getting involved in countryside, and showed 

his global and prospective academic view and sensitivity.  

   08

   09

   10

   11

08 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刘晔发言

09 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

   张盛发言

10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

   术学院邓威发言

11 美国数字雕塑家、天津

   美院特聘教授罗伯特·史

   密斯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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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3D 雕塑最早的印象源于大学的数字雕塑的课堂，彼时被
各种英文软件和各种复杂操作搞得焦头烂额的我，并未意识到一场
艺术技术革命的到来，学期还没有结束就把学到的东西都还给了老
师，这一年来，因工作需要我陆续接触到 3DMAX、RHINO、ZBRUSH
等数字建模软件，我惊异于数字雕塑强大的形体构造的能力于是开
始了在数字雕塑的领域不断实践。每次随着软件界面的缓缓打开，
都感觉仿佛布朗库西回过身来悄悄地递给我一把刮刀，无数伸向天
空有机形式，幻化成了从一排排灰色的网格中生长出来真实的、由内

而外的、材质丰富的实体。在电脑中构造形体的过程中有趣和好玩
的程度不亚于泥塑、木雕带给我的乐趣，它给我提供了虚拟的、无
限的“眼界”，透过眼前薄薄的屏幕，没有什么形体是不可以窥探的，
没有什么尺度是不能创造的，没有什么材质是不能使用的。   

对于许多跟我一样是数字雕刻软件入门而非骨灰级的玩家，我
有些许小的心得与大家分享。

1. 对于数字雕塑软件选择的问题。
数字雕塑的软件实在是太多，各种专业术语也很复杂，什么曲

线建模、曲面建模、多边形建模等等，对于天然理科癌加电脑操作
盲的艺术生来说，我深感这些概念名词统统都不重要，核心是从自
己作品的构造 特点出发选 择 使用的工具，如果造型是以抽象为主，
建 议 用 SKETCH UP、RHINO、3D，如果 造 型 是以 具 象为主 建 议 用
ZBRUSH，虽然该软 件操 作复杂至极，但 几乎可以 模拟真实的泥塑
质感。3D 软件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果遇见了问题也不怕，有
问题找百度，各路建模高手都乐意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经验。

2. 市面所见的 3D 软 件几乎 都是舶来品，虽然目前国内有很多
汉化后的版本，对此我也建议大家安装英文版的软件，中文的软件
在操作过程中经常出错。英文的软件从整个菜单的布局，任务栏的
布置是可以反映 整个软件构造 雕塑形体的思想和思路的，建 模 思
路很重要，仿佛是我们做人体，先要搭架子，架子怎么搭是基础的
基础。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就是，关于雕塑类的专业英文术语，会
在你使用软件的过程中慢慢地精进。

3. 软件给了我们一个宏观和微 观的观察自己的作品的方式，借
用计算机的视角我们可以随时进入到雕塑的任何一个位置，把屏幕
想象成我们自己的眼睛，对形体的构造是很有益处的。对尺寸和比
例的把 握，除了视觉还有经验，屏幕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二维图像，
所以在真实中扩大自己的视野、增加自己雕塑的阅读量、在现实中不
断地 研究大师们的作品，研究不同形体的构造方式，在虚拟世界和
现实实践中不断地切换是很有必要的。

睁着眼睛幻想  闭着眼睛创造

数字雕塑学习中的些许心得

文/邵月娇

By Shao Yuejiao

IMAGINE WITH OPEN EYES, 
CREATE WITH CLOSED EYES

前沿聚焦 CUTTING-EDGE FOCUS 

   01

01 邵月娇  荻林秋带雨（数字雕塑作品）

EXPERIENCES FROM DIGITAL SCULP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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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坚持、不断地学习。人的思想是不断更新的，技术的发展也
是没有尽头的，诸如 VR、3D 打印技 术的不断推陈出新，软件的不
断更新、使我们越来越觉得“想法”与“实现”之间是不存在障碍的，
只要不断地学习、实践，泥土也好，金属也好，三 D 建模打印也好，
总有一款适合你的艺术创作方式。

下面介绍数字雕塑的一些缺点
1. 软件操 作的复杂化往往是我们使用它的阻力。鼠 标、数位板

的操作不亚于雕塑刀，绞磨机的难度。一个简单的泥痕的塑造很可
能会浪费你一上午的时间，过于复杂的操作让你可能在一开始就失
去进 行下去的耐 心，而有些软件操 作的趣味性很容易把 你拉到技
术流的深渊，深陷到研究软件本身而忽略的形体的构造。所以我建
议先画大量的、多角度的草图，并根据自己的作品选择合适的软件，
把一个软 件吃透，前期的过 程也许会很漫长，但坚持下来会很有
效（建议去某宝购买软件的视频教 程，这类视频教 程比自己看书学
来的系统而有效）。

2. 电脑模拟的观 看模式与人眼造 成的偏差。软 件 模拟的是我
们的眼睛，但是不能模拟出艺术家的情感，这时候想象是最好的手
段，想象 雕塑的尺度，想象 雕塑的呈现方式，想象自己置身雕塑前
面的一刹那，尽量用想象去弥补机器与人眼造成的偏差。

3. 提高效率带来的隐患，我们需要更加尊重雕塑本身。相对于
传统雕塑的制作方式而言，电脑雕塑有效地提高了作品完成的效率，
这是一种物质和时间成本相对较低、较快捷的创作方式，不拘泥于
时间和空间。3D 打印后迅速成型的雕塑可能让你忽略了传统泥塑、
木雕、石雕等在偶然状态下迸发的艺术的火光，所以越是有了灵感
想要迅速成型的时候，越是要放下心来，软件是按照操作它的人的
意志进行的，但是艺术创作是需要偶发性和无序性的，所以不用技
术和速度约束自己，是更好的尊重雕塑本身。

4. 跟身边的高手不断地学习。对于雕塑的学习，艺术史给我们
提供的那么多大师的作品，3D 雕塑是最便捷、最廉价的临摹手段，

Abstract

    The author shared her experiences with sculptors who just 

started to use digital sculpture softwares in this article.

    1.How to choose digital sculpture software.  2.Almost all 3D 

softwares are created by foreign countries, the author suggest we 

choose English versions, because most Chinese versions have 

bugs in the operational process.  3.Softwares give sculptors both 

macroscopic and microcosmic way to observe, and it benefits the 

construction of form and structure.  

所以在时间充分的时候，找个时间临摹真的受益无穷。对于软件的
学习，我们可能没有身边的 90 后、00 后那么快速入门，没有网络上
那么多室内设计师、建筑师、游戏角色制作人那么精通，所以跟身
边的各类高手不断地学习，是 精进自己的最好方法。在此感谢朱尚
熹老师，是他把我领进了数字雕塑的大门，以至于每每见到朱老师，
我 都不断 地向他 讨 教数字雕塑的经验与方法，他每每不厌其烦耐
心讲解，我深感受益良多。

朱尚熹的《生命之岛》 ，据朱老师说雕塑的完成是在远 程操控
中实现的从无到有完全地数字化，3D 建模，淘宝制作，雕塑的材质
是铝合金，制作精良。

5. 小心自己的脊 椎，爱护自己的双眼，多走走。电脑操作的致命
缺点就是它不像传统雕塑那样随时在一动一静，在转台与泥筒之间
锻炼我们的下盘力量，长期的面对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眼睛的酸涩、
脊 椎的僵硬和腹部脂肪的堆积，所以加强 体育锻炼，多走走，多动
动，好的身体是雕塑家永远的助力。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技 术是为艺术、为艺术家服务的，选 择
合适自己的方法与手段并付诸实践是最重要的。

                      （邵玥姣 雕塑家 《中国雕塑》责任编辑）

   02

02 朱尚熹  生命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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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雕塑家的雕塑

我所看到的安东尼·葛姆雷

隋建国曾说 ：“装置需要借助特定的文化政治背景才能成立，而
雕塑放 在那里就 成立。”其言不虚，雕塑的存在无须依靠其他，就
在于雕塑的语言。观看、触摸乃至进入葛姆雷的雕塑，便会促使我
们思考雕塑究竟是什么，它用什么方式传递信息。

形象

在葛姆雷最广为所知的作品中，人的形象被处理成并无个性而
言的金属、陶泥或是混凝土物体。这一形象的出现大致来源于两种

认识 ：一则“身体是精神的容器”、另则“每个身体 都有权 在空间中
存在”，横贯东西的思想融汇，造就了葛姆雷作品对人类的终极追问。

 对于创作者而言，作品所要讨论的核心思想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更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呈现。对于视觉艺术来说，形象无疑是首要的
借力。在葛姆雷看来，人的身体与他所拾 来的其他东西并无不同，
都是一个物体（object），而精神与意识在身体这个房间里居住，由
此，细节模糊的人形躯壳就成为葛姆雷思想的最佳载体。

《Sculpture for  Derry Walls》 这 件作品中，葛姆雷借用了十字

文/罗幻

By Luo Huan

SCULPTURES BY A SCULPTOR

I SEE ANTONY · GORMLEY

国际视点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01
01 临界物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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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形象来隐喻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两个人像连接在一起与
连通双眼的形式反映了艺术家本人的态度。更有趣的是当葛姆雷回
忆作品落成时的场景时，一个试图保护雕塑的工人被他形容成希腊
神话中的巨人，作品被反对者焚烧后的残骸则被比喻为荆棘王冠，
这种借用形象背后历史与隐喻的图像学方法是一种有效的思路。天
使的形象在西方也是一种鲜明的象征，葛姆雷的作品中曾反复出现，
大天使加百列的堕落几乎成了人性的隐喻，黑暗、铅制的天使形象
横亘于展厅中，其义自现。葛姆雷的创造 性之处在于既 借用了有意
味的形象，又将其不动声色地连接在自己的形象系统中，把思想通
过直觉的方式传递于观者。

物

葛姆雷的物可分为物品与物质两部分。在其本人的表述中，最

常用的铅、钢铁、泥土、海水绝不只是一种材质，更是充满象征意
味的媒 介。铅与古代炼金 术 息息 相关、铁质对 环 境十分敏感、泥
土和水更是 文明的载 体，这 种挖 掘物品背后的历史 文 化含 义与情
感记忆的思路，正是当代雕塑领域最重要的材料观。葛姆雷作品中
出现的某些物品会被特意标注出处，这些包含特定隐喻的物品会创
造出另一种独特的体验。《土地》系列中的物是土与火，《屯蒙》系
列中则是土与水，这些自然物的形态、质感、气息都在撩动观众的
感官，从而促使人们去关注和体悟，并引发讨论与反省。

物质与能量间的转化是葛姆雷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吃一片
面包、燃烧一堆废弃物（《Waste Man》 2006 年）都是能量的传递。
在《床》中，人的状态 模 仿了西方传统中安葬与死亡的意象，而这
一意象的形成来源于艺术家本人“进食”三个月与几千片面包。“生”
需要将 食 物转 化为身体的能量，“死”呢？是能量的消失吗？远 藤

SCULPTURES BY A SCUL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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