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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艺坛呈现出极其活跃的探索氛围，表

现为艺术家积极思考，善于多样尝试的趋势。安

徽美术出版社策划编辑的这套《中国当代中青年

艺术家》系列丛书正是着眼于那些中青年艺术家

的最新科研创作成果，反映了他们的艺术探索心

路。该丛书所选艺术家基本来自不同的高校及艺

术研究机构，他们艺术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善

于融通；在平凡的世界中，每位艺术家怀着对相

同世界不同视角的敏锐思考，在每个人丰富而不

同 的 背 景 和 自 我 意 识 中 寻 找 着 对 艺 术 的 不 同 诠

释，显示了他们在学术上一定的造诣。

丛书各册不仅汇集每位作者各具风貌的艺术

作 品 ， 而 且 将 他 们 对 艺 术 的 深 层 思 索 、 理 论 探

讨、创作感悟以及反映艺术家艺术风采的照片选

编其中；在体现该丛书学术性的同时，旨在向读

者全面展示这些艺术家作品的艺术质量和理论思

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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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乐

平

简历

1971年生于湖南岳阳。

1994年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7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武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湖北省动画协会会员，

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湖北省美术院特聘艺术家，

湖北省第六届壁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湖北省国家职业艺术设计专家委员会动画设计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动画协会会员，

中国雕塑学会会员，

全国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持有者，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

2000年《归去来兮》入选第九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武汉）。

2001年《过去·未来》入选建党八十年湖北省美术作品展（武汉）。

2002年《度若飞》入选“物言物语        湖北省小幅油画、小型雕塑展览”，获学术奖（武汉）。

2002年《花和尚》入选“物言物语        湖北省小幅油画、小型雕塑展览”，获学术奖（武汉）。

2002年《黑旋风》入选“物言物语        湖北省小幅油画、小型雕塑展览”，获学术奖（武汉）。

2003年《我为健康狂》入选互联网“融入自然  共享空间   雕塑生命        艺术作品展览”。

2005年《獬豸警世》、《火中凤凰》入选第二届湖北省高等学校艺术作品大赛，获银奖（武汉）。

2005年《三峡人家》入选湖北省现代陶艺作品展（武汉）。

2006年《明眸皓腕》入选传统与现代·铸造城市文明        北京城市雕塑设计方案艺术作品展。

2006年《明眸皓腕》入选中国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并获优秀奖。

2007年《度若飞》入选雕塑与城市的对话        迎世博2007上海国际雕塑年度展。

2007年《与狮共舞》入选第八届中国雕刻艺术节暨“汉玉杯”国际石雕大奖赛（深圳）。

2007年《小李广》入选首届中国美术教师艺术设计年度奖大赛，获入围奖（沈阳）。

2007年《黑旋风》入选首届中国美术教师艺术设计年度奖大赛，获优秀奖（沈阳）。

2007年《归去来兮》入选首届中国职业雕塑家联展（成都）。

2007年《长征记忆·董必武》入选建军八十周年美术作品展（北京）。

2007年  参加中国雕塑网网络“在路上”七人展览。

2007年《明眸皓腕》入选北京奥林匹克艺术之梦       2007北京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

2007年《忆江南·弦》入选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全国大学美术与艺术设计作品展并获学术奖（武汉）。

2008年《三峡人家》入选2008成都当代陶艺家邀请展。

2008年《忆江南·弦》入选2008中国当代艺术家工作室特邀展（深圳）。

2008年《度若飞》入选2008中国当代艺术家工作室特邀展（深圳）。

2008年《孙菊仙》入选人文平台        中国当代青年雕塑家实验肖像作品展（天津）。

2009年《黑旋风》入选中国动力        2009中国国际雕塑年鉴巡回展（北京、杭州）。

2009年《乐舞》入选第十一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武汉）。

2009年《长征记忆·董必武》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长春）。

2009年《乐舞》入选开放的表达        2009上海青年美术大展（上海）。

2009年《明眸皓腕》入选山东省滨州市全国城市雕塑展（滨州）。

2003年锻铜圆雕《双雄会》存于湖北省襄十高速公路谷城互通点。

2003年不锈钢圆雕《建设者风采》存于湖北省襄十高速公路武当山服务区。

2003年青铜圆雕《董必武坐像》（合作）存于湖北省武汉市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

2005年青铜圆雕《董必武坐像》（合作）存于湖北省红安县董必武纪念馆。

2007年十件青铜组雕《乐舞》存于湖北省武汉市琴台大剧院。

2007年不锈钢雕塑《开放之门》（合作）存于河北省沙河市107国道北环入口。

2008年青铜圆雕《明眸皓腕》入选“百件奥运雕塑”展，存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

2008年玻璃钢仿铜《孙菊仙》存于天津市人文纪念公园。

2008年青铜圆雕《董必武与南汉宸》（合作）存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钱币博物馆。

2007年玻璃钢仿铜《度若飞》被上海市城市雕塑委员会办公室收藏。

2007年青铜圆雕《明眸皓腕》被北京市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公室收藏。

2008年青铜圆雕《明眸皓腕》被北京市市政府收藏。

2009年青铜圆雕《明眸皓腕》被山东省滨州市市政府收藏。

2009年青铜圆雕《明眸皓腕》被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收藏。

2009年不锈钢雕塑《乐舞》被上海明圆文化艺术中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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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政德（著名雕塑家、湖北美术学院教授）

 2009年仲秋写于湖北美院华中村

青 年 雕 塑 家 易 乐 平 先 生 是 当 今 我 国 雕 塑 界 的 新 秀 。

他 的 雕 塑 作 品 近 几 年 被 选 入 全 国 和 省 市 美 展 展 出 ， 得 到

社 会 各 界 的 重 视 和 好 评 。 例 如 他 的 《 明 眸 皓 腕 》 就 入 选

了 “ 百 件 奥 运 雕 塑 ” ， 被 安 放 在 北 京 奥 林 匹 克 公 园 中 心

区；《乐舞》也受到大家的重视和喜爱。

易 乐 平 是 在 江 西 景 德 镇 陶 瓷 学 院 开 始 了 正 规 的 雕 塑

专 业 学 习 ， 本 科 毕 业 后 他 以 优 异 的 成 绩 考 入 湖 北 美 术 学

院 攻 读 研 究 生 ， 在 刻 苦 学 习 的 过 程 中 ， 打 下 了 严 格 的 专

业 基 础 。 更 可 贵 的 是 他 在 早 期 陶 瓷 学 院 学 习 时 接 触 到 我

国 优 秀 的 民 间 陶 瓷 雕 塑 艺 术 ， 并 且 产 生 了 感 情 ， 对 民 族

雕 塑 的 特 点 有 了 较 深 的 了 解 。 为 了 研 究 传 统 ， 他 对 各 大

石 窟 、 各 地 博 物 馆 进 行 了 参 观 考 察 ， 出 国 参 观 研 究 西 方

有 代 表 性 的 雕 塑 艺 术 ， 从 更 高 层 面 理 解 雕 塑 语 言 。 我 常

说 ： 没 有 勤 劳 素 质 的 人 是 不 可 能 成 为 雕 塑 家 的 。 易 乐 平

的 勤 奋 刻 苦 在 雕 塑 家 中 也 是 比 较 突 出 的 ， 因 此 他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出 现 佳 作 ， 能 有 今 天 的 成 就 是 很 自 然 的 。 今 天 的

雕 塑 艺 术 风 格 可 谓 多 种 多 样 ， 有 人 随 便 拿 件 现 成 的 东 西

（ 如 一 双 皮 鞋 ） 放 在 展 览 会 就 能 算 件 作 品 ， 创 作 形 式 和

方 法 让 人 眼 花 缭 乱 。 易 乐 平 能 够 自 立 ， 在 艺 术 上 能 坚 持

走 自 己 的 创 作 道 路 ， 能 有 自 己 明 确 的 艺 术 追 求 ， 是 很 不

容 易 的 。 他 作 品 中 的 民 族 特 色 已 有 别 于 纯 风 俗 艺 术 的 乡

土 风 味 ， 这 点 是 难 能 可 贵 的 。 这 是 走 上 自 立 创 新 之 路 的

开 始 ， 比 那 只 知 崇 拜 别 人 创 造 的 流 派 ， 没 有 自 己 的 心 灵

而盲目的跟风派不知高明多少。

人生在勤  不索何获
 ——易乐平的雕塑艺术

文/刘政德

2007年于湖北省武汉琴台大剧院

2007年于挪威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

2007年于深圳市宝安汉玉杯国际雕刻大赛现场刻作

倔强的民族化塑造语言的守望者
      对易乐平雕塑近作的解读 —— 文/顾浩

        乐 平是我大学的同窗。瓷都四年，乐平是班长，他         乐 平的所有近作都是表现“人”的形象，他并没有

自然是我们的“头”，我是团支部书记，自然也是他的 追随潮流，而汇入时下流行的“泛雕塑”旋涡。但，如

“帮”。毕业那年他直接考取了研究生，就读于湖北美 何表现“人”，这一直是困扰雕塑家们的难题。无论是

术学院雕塑系，后执教于武汉。一别竟是十几个春秋， 西方还是东方雕塑，再现“人”似乎是永恒话题，而在

我们天各一方，其间虽偶有电话联系，但我对他毕业之 某种程度上，“人”可以被认为是自然制造的最为复杂

后的情况知之甚少。 的生物机器，人体生理结构的精细程度几乎永远超越伟

       今年某天，突然收到乐平的邮件，说他准备出一本 大雕塑家的技术极限。人类数千年的雕塑历史其实就是

个人画册，嘱托我帮他写些文字。多年不见，也不知道 一部为了探测人体完美结构的历史，从上古时代到文艺

从何谈起。诚惶诚恐地回邮件过去，也未置可否，只是 复兴，再到现代，雕塑家运用各种方法来复制“人”的

让 他 将 近 作 发 来 。 看 了 他 的 作 品 图 片 后 ， 感 觉 是 ： 震 结构。但相对于真实人体，它们还仅仅是现实“人”的

惊！ 一种近似或者说是雕塑家主观处理后的某种复制品，而

        只 从文字信息上，就足以感觉近年来他在雕塑创作 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的真正复制品。所以，雕塑

领 域 成 就 非 凡 ， 仅 从2000到2009年 九 年 内 ， 他 的 作 品 对“人”的再现永远只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雕塑只

入 选 省 级 以 上 专 业 展 览27次 ， 获 奖 无 数 。 但 反 过 来 细 是利用某种材料媒介，制造出的一种特征结构与“自然

想，这也绝非一朝一夕的偶然，而是他性格所驱使的必 人 ” 相 像 的 实 体 ， 雕 塑 所 能 达 到 的 也 仅 仅 是 这 一 点 而

然。 已。这是所有想表现“人”的雕塑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

        同 窗四年，我可能是班上最了解他的人之一，他有 既残酷，同时又很现实的事实。但，也值得庆幸，也正

着一种湖南人的“倔”劲。在校时，他的成绩一直在班 是这种先天性的局限，给许多探求个性表达的艺术家们

上名列前茅。这一方面要得益于他基础扎实，另一方面 以余地，这也正是艺术杰作的意义所在。

更归因于他在专业上的那股“倔”劲。周末大家都去看       乐 平 的 这 批 近 作 主 要 有 三 个 系 列 ： 《 人 与 兽 系

电影、看录像，他一个人闷头在教室里琢磨泥塑；快毕 列》、《乐舞系列》、《民俗人物系列》，每个系列又

业了，大家都去喝酒叙旧、找工作，他一个人在满是蚊 有十多件构成。尽管从表面上看，数十件作品处理手法

虫的灯下看英语备考……他就是这样一个“倔”人，他 迥异，但能清晰地窥视出他的追求总倾向将西方现代的

的这批近作已经说明，这么多年没见，他的“倔”劲一 和中国传统的造型、空间理念整合为一，时而用诙谐，

点都没改。 时而用调侃，时而用装饰的方法，将之巧妙熔于一炉，

        在我们毕业后的这将近20年中，整个中国雕塑界创 以对“人”的处理为基点，而最终将形式的语言导向其

作理念的变化几乎是“戏剧性”的。许多当代雕塑家， 意义核心民族化的形式塑造。

用这极其短暂的时间恶补完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         首 先，乐平的策略是对形体作“简化”，并且，这

义艺术的全部课程，而跑步进入了雕塑创作的“繁荣昌 种“简化”是具有意义的“简约”，而绝非空洞无物的

盛”时代。原来雕塑中，人双手劳作的“雕”、“塑” “简单”。纵观中国雕塑史，简化是塑造匠人们追求的

话 语 权 正 在 创 作 领 域 被 日 益 剥 夺 。 由 于 其 他 一 些 新 材 梦想，高明的古代工匠对形体的塑造完全不同于机械复

料、新工艺对“雕塑”的锲入，手工的“雕”与“塑” 制。雕塑作为人的能动活动，它与照相复制完全不同。

已经被羁押到当代雕塑语言的边缘。在这种情景下，乐 中国古代诸如秦俑、汉俑、魏晋石刻、唐三彩陶塑，它

平还以他的“倔”劲，以“塑造”入手，固守一地，这 们的形体都具有高度选择性、舍取性，而表现出人为的

是否还合时宜？ “简化”。阿恩海姆认为：“‘简化’有两种意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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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政德（著名雕塑家、湖北美术学院教授）

 2009年仲秋写于湖北美院华中村

青 年 雕 塑 家 易 乐 平 先 生 是 当 今 我 国 雕 塑 界 的 新 秀 。

他 的 雕 塑 作 品 近 几 年 被 选 入 全 国 和 省 市 美 展 展 出 ， 得 到

社 会 各 界 的 重 视 和 好 评 。 例 如 他 的 《 明 眸 皓 腕 》 就 入 选

了 “ 百 件 奥 运 雕 塑 ” ， 被 安 放 在 北 京 奥 林 匹 克 公 园 中 心

区；《乐舞》也受到大家的重视和喜爱。

易 乐 平 是 在 江 西 景 德 镇 陶 瓷 学 院 开 始 了 正 规 的 雕 塑

专 业 学 习 ， 本 科 毕 业 后 他 以 优 异 的 成 绩 考 入 湖 北 美 术 学

院 攻 读 研 究 生 ， 在 刻 苦 学 习 的 过 程 中 ， 打 下 了 严 格 的 专

业 基 础 。 更 可 贵 的 是 他 在 早 期 陶 瓷 学 院 学 习 时 接 触 到 我

国 优 秀 的 民 间 陶 瓷 雕 塑 艺 术 ， 并 且 产 生 了 感 情 ， 对 民 族

雕 塑 的 特 点 有 了 较 深 的 了 解 。 为 了 研 究 传 统 ， 他 对 各 大

石 窟 、 各 地 博 物 馆 进 行 了 参 观 考 察 ， 出 国 参 观 研 究 西 方

有 代 表 性 的 雕 塑 艺 术 ， 从 更 高 层 面 理 解 雕 塑 语 言 。 我 常

说 ： 没 有 勤 劳 素 质 的 人 是 不 可 能 成 为 雕 塑 家 的 。 易 乐 平

的 勤 奋 刻 苦 在 雕 塑 家 中 也 是 比 较 突 出 的 ， 因 此 他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出 现 佳 作 ， 能 有 今 天 的 成 就 是 很 自 然 的 。 今 天 的

雕 塑 艺 术 风 格 可 谓 多 种 多 样 ， 有 人 随 便 拿 件 现 成 的 东 西

（ 如 一 双 皮 鞋 ） 放 在 展 览 会 就 能 算 件 作 品 ， 创 作 形 式 和

方 法 让 人 眼 花 缭 乱 。 易 乐 平 能 够 自 立 ， 在 艺 术 上 能 坚 持

走 自 己 的 创 作 道 路 ， 能 有 自 己 明 确 的 艺 术 追 求 ， 是 很 不

容 易 的 。 他 作 品 中 的 民 族 特 色 已 有 别 于 纯 风 俗 艺 术 的 乡

土 风 味 ， 这 点 是 难 能 可 贵 的 。 这 是 走 上 自 立 创 新 之 路 的

开 始 ， 比 那 只 知 崇 拜 别 人 创 造 的 流 派 ， 没 有 自 己 的 心 灵

而盲目的跟风派不知高明多少。

人生在勤  不索何获
 ——易乐平的雕塑艺术

文/刘政德

2007年于湖北省武汉琴台大剧院

2007年于挪威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

2007年于深圳市宝安汉玉杯国际雕刻大赛现场刻作

倔强的民族化塑造语言的守望者
      对易乐平雕塑近作的解读 —— 文/顾浩

        乐 平是我大学的同窗。瓷都四年，乐平是班长，他         乐 平的所有近作都是表现“人”的形象，他并没有

自然是我们的“头”，我是团支部书记，自然也是他的 追随潮流，而汇入时下流行的“泛雕塑”旋涡。但，如

“帮”。毕业那年他直接考取了研究生，就读于湖北美 何表现“人”，这一直是困扰雕塑家们的难题。无论是

术学院雕塑系，后执教于武汉。一别竟是十几个春秋， 西方还是东方雕塑，再现“人”似乎是永恒话题，而在

我们天各一方，其间虽偶有电话联系，但我对他毕业之 某种程度上，“人”可以被认为是自然制造的最为复杂

后的情况知之甚少。 的生物机器，人体生理结构的精细程度几乎永远超越伟

       今年某天，突然收到乐平的邮件，说他准备出一本 大雕塑家的技术极限。人类数千年的雕塑历史其实就是

个人画册，嘱托我帮他写些文字。多年不见，也不知道 一部为了探测人体完美结构的历史，从上古时代到文艺

从何谈起。诚惶诚恐地回邮件过去，也未置可否，只是 复兴，再到现代，雕塑家运用各种方法来复制“人”的

让 他 将 近 作 发 来 。 看 了 他 的 作 品 图 片 后 ， 感 觉 是 ： 震 结构。但相对于真实人体，它们还仅仅是现实“人”的

惊！ 一种近似或者说是雕塑家主观处理后的某种复制品，而

        只 从文字信息上，就足以感觉近年来他在雕塑创作 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的真正复制品。所以，雕塑

领 域 成 就 非 凡 ， 仅 从2000到2009年 九 年 内 ， 他 的 作 品 对“人”的再现永远只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雕塑只

入 选 省 级 以 上 专 业 展 览27次 ， 获 奖 无 数 。 但 反 过 来 细 是利用某种材料媒介，制造出的一种特征结构与“自然

想，这也绝非一朝一夕的偶然，而是他性格所驱使的必 人 ” 相 像 的 实 体 ， 雕 塑 所 能 达 到 的 也 仅 仅 是 这 一 点 而

然。 已。这是所有想表现“人”的雕塑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

        同 窗四年，我可能是班上最了解他的人之一，他有 既残酷，同时又很现实的事实。但，也值得庆幸，也正

着一种湖南人的“倔”劲。在校时，他的成绩一直在班 是这种先天性的局限，给许多探求个性表达的艺术家们

上名列前茅。这一方面要得益于他基础扎实，另一方面 以余地，这也正是艺术杰作的意义所在。

更归因于他在专业上的那股“倔”劲。周末大家都去看       乐 平 的 这 批 近 作 主 要 有 三 个 系 列 ： 《 人 与 兽 系

电影、看录像，他一个人闷头在教室里琢磨泥塑；快毕 列》、《乐舞系列》、《民俗人物系列》，每个系列又

业了，大家都去喝酒叙旧、找工作，他一个人在满是蚊 有十多件构成。尽管从表面上看，数十件作品处理手法

虫的灯下看英语备考……他就是这样一个“倔”人，他 迥异，但能清晰地窥视出他的追求总倾向将西方现代的

的这批近作已经说明，这么多年没见，他的“倔”劲一 和中国传统的造型、空间理念整合为一，时而用诙谐，

点都没改。 时而用调侃，时而用装饰的方法，将之巧妙熔于一炉，

        在我们毕业后的这将近20年中，整个中国雕塑界创 以对“人”的处理为基点，而最终将形式的语言导向其

作理念的变化几乎是“戏剧性”的。许多当代雕塑家， 意义核心民族化的形式塑造。

用这极其短暂的时间恶补完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         首 先，乐平的策略是对形体作“简化”，并且，这

义艺术的全部课程，而跑步进入了雕塑创作的“繁荣昌 种“简化”是具有意义的“简约”，而绝非空洞无物的

盛”时代。原来雕塑中，人双手劳作的“雕”、“塑” “简单”。纵观中国雕塑史，简化是塑造匠人们追求的

话 语 权 正 在 创 作 领 域 被 日 益 剥 夺 。 由 于 其 他 一 些 新 材 梦想，高明的古代工匠对形体的塑造完全不同于机械复

料、新工艺对“雕塑”的锲入，手工的“雕”与“塑” 制。雕塑作为人的能动活动，它与照相复制完全不同。

已经被羁押到当代雕塑语言的边缘。在这种情景下，乐 中国古代诸如秦俑、汉俑、魏晋石刻、唐三彩陶塑，它

平还以他的“倔”劲，以“塑造”入手，固守一地，这 们的形体都具有高度选择性、舍取性，而表现出人为的

是否还合时宜？ “简化”。阿恩海姆认为：“‘简化’有两种意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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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意思，就是我们通常说说的‘简单’……这里所说 塑工艺所规定的尺度；另一方面，他更利用材料在造型

的简单主要是从量的角度去考虑的。它是指某一个式样 中所能调动的“限制”元素，并将之提升，使之超越目

中包含着很少的几个成分，而且成分与成分之间的关系 的性的制约，最后化与塑造形体的不利为有利，化被动

很 简 单 。 因 此 这 里 所 说 的 ‘ 简 化 ’ ， 其 反 义 词 便 是 复 为主动。他的雕塑形体塑造的“限制”看似不经意，但

杂。‘简化，在艺术领域里往往具有某种与‘简单’相 实质上，他的这种“限制”，被他天衣无缝地给予了自

对立的意思，它往往被看作艺术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 然 节 省 规 律 和 自 然 法 则 的 双 重 合 理 属 性 。 并 且 ， 他 的

征。……当某种艺术品被誉为具有简化性时，人们总是 “限制”事实上是与先前所提到的“简化”具有几乎同

指这件作品把丰富的意义和多样化的形式组织在一个统 样的形体意义。“繁复”的本质在于强调，这在造型中

一结构中。这个结构中，所有细节不仅各得其所，而且 所 起 到 的 作 用 与 简 化 恰 恰 相 反 ， 它 强 化 分 离 、 增 加 差

各有分工。” 异、突出并复制倾斜凸凹。乐平的“简化”在造型中所

        乐平的《乐舞系列》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简化”。 起 到 的 作 用 在 于 ： 使 形 体 趋 向 于 统 一 简 单 ， 使 重 复 增

整个系列由演奏贝司、长笛、二胡、琵琶等十多个少女 加，去除不必要的细节、模糊凸凹等等。这样，直接使

组成，每个人且歌且舞。人被忽略了五官、服饰结构， “简化”和“限制”在形体塑造的意义上趋向于融合。

最本质的形象意义被授予了身体的运动韵律。十几个少         诚如斯宾诺莎所认为的，简化和秩序具有同样的价

女形体处理“简洁”，而并不“简单”，身体上的绝大 值：“人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秩序’就是存在于

部分细节没有了，但这种“虚”处理，也正好为身体大 事 物 本 身 ， 虽 然 我 们 对 这 些 事 物 本 身 及 其 本 质 一 无 所

幅 度 运 动 的 “ 实 ” 让 了 位 。 这 样 ， 通 过 简 化 后 “ 人 ” 知。‘因为事物本身就是按照秩序排列的，当感官把这

的 形 体 运 动 ， 使 观 者 于 无 声 中 “ 通 感 ” 地 听 到 种排列呈现给我们时，我们能够极容易地把它们想象出

悠扬而丰润的远古之曲。并且，他的这种“简约”明显 来，而且一旦想象之后，就容易把它们记住。在这种情

是中国式的。尽管体积的处理可能有西方阿尔普、摩尔 况下，我们就说这些事物有着良好的秩序；在相反的情

的痕迹，但，显而易见，他高妙地驾驭了“简化”，使 况 下 ， 我 们 就 称 这 些 事 物 有 着 不 好 的 秩 序 或 混 乱 的 秩

“简化”在对“人”的再现上，生成了他非个人化的东 序。’”实际上，中国古代雕塑杰作霍去病墓石刻的意

西 ， 最 终 将 整 个 “ 塑 造 ” 气 韵 归 结 到 观 看 者 对 中 国 式 义也正在于此，乐平的这些作品中所利用的“简化”、

“简约”的联想上。 “限制”正与此不谋而合。在他的作品中，“限制”实

        同样，造型的“简化”意识一直贯穿于他的几个系 际上就是“简化”后所获得的某种有民族意味的秩序。

列 的 几 乎 所 有 作 品 之 中 ， “ 简 化 ” 是 他 对 复 杂 自 然         再者，乐平用“装饰”来塑造，以强化雕塑自身的

“ 人 ” 处 理 的 最 重 要 手 法 之 一 。 乐 平 的 这 种 塑 造 “ 简 民族属性，在他的这批近作中，“装饰”屡见不鲜。有

化”，它绝不是与自然复杂结构性相对立的；相反，这 时 ， 这 种 “ 装 饰 ” 被 他 处 理 成 形 体 上 刻 画 的 符 号 ； 有

是他在掌握了“人”的无限丰富性后，又力图规避贫乏 时，被他整合成形体的结构语言，而演变为“装饰”。

和孤立而倔强地标定的某种有效谋略。 他对“装饰”语言的运用，犹如一只大鹏，时而振翅高

        其次，从乐平的这批近作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他 飞，时而低空盘旋。他的雕塑所给人的视觉感受完全没

对 形 体 “ 限 制 ” 抱 有 强 烈 兴 趣 ， 这 在 《 三 峡 人 家 》 、 有 雷 同 。 也 就 是 说 ， 他 的 “ 装 饰 ” ， 有 的 是 表 象 的 装

《孙菊仙》、《忆江南》等作品中尤为明晰。如《三峡 饰，有的则是结构性的。在《明眸皓腕》这件作品中，

人家》这件作品，它表现了三峡移民的一个场景。一家 手 持 球 杆 的 女 子 ， 整 个 形 体 被 处 理 成 一 个 几 乎 悬 空 的

人，男子、女子、家中养的小狗、大小包袱等诸多琐碎 “ 弓 ” 形 。 形 体 塑 造 一 如 他 个 人 风 格 化 的 “ 简 约 ” 与

的形体，被有意“限制”在一个饱满而几乎圆浑的形体 “限制”，服饰边缘用线刻处理成了中国传统的纹样，

中，再加上一些小装饰，形体的高点不很突出，低点也 这些装饰，明显是昭示对象身份的符号。还有在《孙菊

不太凹陷。这样一来，“限制”在造型中的主动意义被 仙》、《小李广》等作品中，这种“装饰”的手段也很

调动出来。乐平的“限制”，一方面，形体充分服从雕 明显。而在他的另一些作品中，“装饰”并不只是这种

图解示意式的。有时，他更将整个雕塑形体结构化为某 的关系。但在这个系列中，每件都是由一人一兽组合而

种具有装饰意味的形式而横空出世，这种倾向在《人与 成，形体之间的合理比例被打破，人与猛兽几乎都是和

兽》系列中最为清晰明了。 谐地嬉戏，他用调侃而幽默的笔调解构了原本的沉重。

       日本思想家柳宗悦认为，在器物上的描绘和在纸上 亚里士多德认为，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但不

的描绘不同，在器物上具有限制性的描绘就是装饰。实 至于引起痛苦和伤害。诸如此类的“幽默”在中国古代

际上，广义上的装饰比柳宗悦所认识的“装饰”更为宽 雕塑中不胜枚举，成都天回山出土的说书陶俑、民间滑

泛。尽管现代主义艺术设计提出了“装饰即罪恶”的口 稽面具，它们又丑又怪，但不至于使观看者产生精神上

号，但装饰在整个艺术历史中所起到的形态作用是任何 的伤害。但亚里士多德只是阐释了“滑稽”的表象，实

人也是无法抹杀的。甚至有人认为，整个艺术历史在很 际上，在乐平的这些雕塑中，他秉承了中国传统雕塑中

大程度上就是装饰史，中国古代雕塑中的线刻就是典型 的“意境”精髓，形象表达出的是善的目的性对真的规

的狭义装饰。 律性的压倒。例如，在这种人与兽对立中，善不符合逻

       中国传统哲学，总体上强调天人合一、物我合一。 辑性的真，因而，他的这种幽默滑稽式的处理，就表现

以此哲学延伸出来雕塑造型思维便表现为：物即我、我 为善对理性逻辑性的戏弄。并且，他的形式是轻松的，

即 物 的 “ 言 志 ” 、 “ 意 境 ” 为 中 心 的 立 体 造 型 思 辨 体 失去合理性的形象结构被他主观地保留，并实实在在地

系。这样，在很多情况下，“装饰”的实质就升华为以 呈现在观者面前。这样，就很自然地暴露出形象可笑、

物寄情、以物言志，上为天，下为地，造型者在天地间 无厘头背后的深刻，暴露出事实的违反规律性。乐平的

经营位置，以意念符号构建物象的有意识活动。我想， “ 幽 默 ” ， 是 运 用 反 理 性 、 反 客 观 、 反 规 律 性 的 “ 意

乐平雕塑的“装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他的许多雕 境”手法而获得存在的。

塑中，“装饰”既是重要的，更是必要的，“装饰”的        总之，乐平的民族化塑造追求是主动的，但丝毫没

直接结果就是促使符号化形式结构的出现。 有勉强之意。他执著而倔强地“顺应”了塑造的本质之

       在乐平的结构性“装饰”塑造中，形体是将材料、 道，不违反材料、工艺的性质，不违反自己的心性，不

形式、工艺和形体构造置于“简约”、“限制”的樊篱 违反一个中国本土雕塑家的民族情结。罗素说过，“对

之下，而最终使造型呈现某种程式化。在一定程度上， 某一事业的信仰是大多数人的幸福之泉，……与献身平

他的雕塑囿于简约、限制的造型理念与装饰整合一体， 凡事业相近的是沉溺于某一爱好。”

甚 至 ， 他 的 “ 装 饰 ” 更 可 以 被 认 为 是 “ 简 化 ” 和 “ 限         诚 然，乐平创作中的诸多形式追求，最终有可能异

制”的直接延伸，可以被看作是造“型”的图案化。这 化为某种“不自由”，或许会使他作茧自缚。然而，图

样，他的塑造元素几乎都被他心目中所确立的标准要求 像化解了这种忧虑。在实践中，他用形体说明了他有能

所规范化，而透露出强烈的民族情结。但不得不承认， 力 驾 驭 种 种 矛 盾 。 并 且 ， 他 更 是 巧 妙 地 运 用 了 所 谓 的

相对于西方形式主义而言，他的这种造型努力使程式化 “不自由”，于自己划定的“不自由”中创造出了更深

后的装饰效能提升为民族性的语言，表达的形体特征并 层次的美。在此中，他乐此不疲，他对自我规定的限制

没有被削弱；相反，“装饰”、“简约”与“限制”巧 的自由掌握，已使他民族化形体塑造的追求被提升到超

妙契合，更是将形象的品位提升了，最终呈现出更为醒 越的境界。

目的视觉效果。         遥 遥千里，按图索骥，之中自然不可避免地出现隔

       一方面，乐平作品以上种种为了达到“民族化”身 靴搔痒的胡言乱语。对于许多杰出的艺术，有时，除了

份 所 做 出 的 塑 造 姿 态 ， 在 表 达 方 式 上 更 是 诙 谐 和 幽 默 作品本身以外的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但在此，作为老

的。例如他的《人与兽》系列。在这个系列中，主题直 朋友、好兄弟，我很为他的倔强和执著所打动。我想，

接来源于中国古典小说与神话，如黑旋风、小李广、拼 他应该继续走下去。

命三郎、花和尚等。本来，在自然界中，人与猛兽的关

系往往是征服与被征服、猎杀与被猎杀、奴役与被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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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意思，就是我们通常说说的‘简单’……这里所说 塑工艺所规定的尺度；另一方面，他更利用材料在造型

的简单主要是从量的角度去考虑的。它是指某一个式样 中所能调动的“限制”元素，并将之提升，使之超越目

中包含着很少的几个成分，而且成分与成分之间的关系 的性的制约，最后化与塑造形体的不利为有利，化被动

很 简 单 。 因 此 这 里 所 说 的 ‘ 简 化 ’ ， 其 反 义 词 便 是 复 为主动。他的雕塑形体塑造的“限制”看似不经意，但

杂。‘简化，在艺术领域里往往具有某种与‘简单’相 实质上，他的这种“限制”，被他天衣无缝地给予了自

对立的意思，它往往被看作艺术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 然 节 省 规 律 和 自 然 法 则 的 双 重 合 理 属 性 。 并 且 ， 他 的

征。……当某种艺术品被誉为具有简化性时，人们总是 “限制”事实上是与先前所提到的“简化”具有几乎同

指这件作品把丰富的意义和多样化的形式组织在一个统 样的形体意义。“繁复”的本质在于强调，这在造型中

一结构中。这个结构中，所有细节不仅各得其所，而且 所 起 到 的 作 用 与 简 化 恰 恰 相 反 ， 它 强 化 分 离 、 增 加 差

各有分工。” 异、突出并复制倾斜凸凹。乐平的“简化”在造型中所

        乐平的《乐舞系列》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简化”。 起 到 的 作 用 在 于 ： 使 形 体 趋 向 于 统 一 简 单 ， 使 重 复 增

整个系列由演奏贝司、长笛、二胡、琵琶等十多个少女 加，去除不必要的细节、模糊凸凹等等。这样，直接使

组成，每个人且歌且舞。人被忽略了五官、服饰结构， “简化”和“限制”在形体塑造的意义上趋向于融合。

最本质的形象意义被授予了身体的运动韵律。十几个少         诚如斯宾诺莎所认为的，简化和秩序具有同样的价

女形体处理“简洁”，而并不“简单”，身体上的绝大 值：“人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秩序’就是存在于

部分细节没有了，但这种“虚”处理，也正好为身体大 事 物 本 身 ， 虽 然 我 们 对 这 些 事 物 本 身 及 其 本 质 一 无 所

幅 度 运 动 的 “ 实 ” 让 了 位 。 这 样 ， 通 过 简 化 后 “ 人 ” 知。‘因为事物本身就是按照秩序排列的，当感官把这

的 形 体 运 动 ， 使 观 者 于 无 声 中 “ 通 感 ” 地 听 到 种排列呈现给我们时，我们能够极容易地把它们想象出

悠扬而丰润的远古之曲。并且，他的这种“简约”明显 来，而且一旦想象之后，就容易把它们记住。在这种情

是中国式的。尽管体积的处理可能有西方阿尔普、摩尔 况下，我们就说这些事物有着良好的秩序；在相反的情

的痕迹，但，显而易见，他高妙地驾驭了“简化”，使 况 下 ， 我 们 就 称 这 些 事 物 有 着 不 好 的 秩 序 或 混 乱 的 秩

“简化”在对“人”的再现上，生成了他非个人化的东 序。’”实际上，中国古代雕塑杰作霍去病墓石刻的意

西 ， 最 终 将 整 个 “ 塑 造 ” 气 韵 归 结 到 观 看 者 对 中 国 式 义也正在于此，乐平的这些作品中所利用的“简化”、

“简约”的联想上。 “限制”正与此不谋而合。在他的作品中，“限制”实

        同样，造型的“简化”意识一直贯穿于他的几个系 际上就是“简化”后所获得的某种有民族意味的秩序。

列 的 几 乎 所 有 作 品 之 中 ， “ 简 化 ” 是 他 对 复 杂 自 然         再者，乐平用“装饰”来塑造，以强化雕塑自身的

“ 人 ” 处 理 的 最 重 要 手 法 之 一 。 乐 平 的 这 种 塑 造 “ 简 民族属性，在他的这批近作中，“装饰”屡见不鲜。有

化”，它绝不是与自然复杂结构性相对立的；相反，这 时 ， 这 种 “ 装 饰 ” 被 他 处 理 成 形 体 上 刻 画 的 符 号 ； 有

是他在掌握了“人”的无限丰富性后，又力图规避贫乏 时，被他整合成形体的结构语言，而演变为“装饰”。

和孤立而倔强地标定的某种有效谋略。 他对“装饰”语言的运用，犹如一只大鹏，时而振翅高

        其次，从乐平的这批近作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他 飞，时而低空盘旋。他的雕塑所给人的视觉感受完全没

对 形 体 “ 限 制 ” 抱 有 强 烈 兴 趣 ， 这 在 《 三 峡 人 家 》 、 有 雷 同 。 也 就 是 说 ， 他 的 “ 装 饰 ” ， 有 的 是 表 象 的 装

《孙菊仙》、《忆江南》等作品中尤为明晰。如《三峡 饰，有的则是结构性的。在《明眸皓腕》这件作品中，

人家》这件作品，它表现了三峡移民的一个场景。一家 手 持 球 杆 的 女 子 ， 整 个 形 体 被 处 理 成 一 个 几 乎 悬 空 的

人，男子、女子、家中养的小狗、大小包袱等诸多琐碎 “ 弓 ” 形 。 形 体 塑 造 一 如 他 个 人 风 格 化 的 “ 简 约 ” 与

的形体，被有意“限制”在一个饱满而几乎圆浑的形体 “限制”，服饰边缘用线刻处理成了中国传统的纹样，

中，再加上一些小装饰，形体的高点不很突出，低点也 这些装饰，明显是昭示对象身份的符号。还有在《孙菊

不太凹陷。这样一来，“限制”在造型中的主动意义被 仙》、《小李广》等作品中，这种“装饰”的手段也很

调动出来。乐平的“限制”，一方面，形体充分服从雕 明显。而在他的另一些作品中，“装饰”并不只是这种

图解示意式的。有时，他更将整个雕塑形体结构化为某 的关系。但在这个系列中，每件都是由一人一兽组合而

种具有装饰意味的形式而横空出世，这种倾向在《人与 成，形体之间的合理比例被打破，人与猛兽几乎都是和

兽》系列中最为清晰明了。 谐地嬉戏，他用调侃而幽默的笔调解构了原本的沉重。

       日本思想家柳宗悦认为，在器物上的描绘和在纸上 亚里士多德认为，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但不

的描绘不同，在器物上具有限制性的描绘就是装饰。实 至于引起痛苦和伤害。诸如此类的“幽默”在中国古代

际上，广义上的装饰比柳宗悦所认识的“装饰”更为宽 雕塑中不胜枚举，成都天回山出土的说书陶俑、民间滑

泛。尽管现代主义艺术设计提出了“装饰即罪恶”的口 稽面具，它们又丑又怪，但不至于使观看者产生精神上

号，但装饰在整个艺术历史中所起到的形态作用是任何 的伤害。但亚里士多德只是阐释了“滑稽”的表象，实

人也是无法抹杀的。甚至有人认为，整个艺术历史在很 际上，在乐平的这些雕塑中，他秉承了中国传统雕塑中

大程度上就是装饰史，中国古代雕塑中的线刻就是典型 的“意境”精髓，形象表达出的是善的目的性对真的规

的狭义装饰。 律性的压倒。例如，在这种人与兽对立中，善不符合逻

       中国传统哲学，总体上强调天人合一、物我合一。 辑性的真，因而，他的这种幽默滑稽式的处理，就表现

以此哲学延伸出来雕塑造型思维便表现为：物即我、我 为善对理性逻辑性的戏弄。并且，他的形式是轻松的，

即 物 的 “ 言 志 ” 、 “ 意 境 ” 为 中 心 的 立 体 造 型 思 辨 体 失去合理性的形象结构被他主观地保留，并实实在在地

系。这样，在很多情况下，“装饰”的实质就升华为以 呈现在观者面前。这样，就很自然地暴露出形象可笑、

物寄情、以物言志，上为天，下为地，造型者在天地间 无厘头背后的深刻，暴露出事实的违反规律性。乐平的

经营位置，以意念符号构建物象的有意识活动。我想， “ 幽 默 ” ， 是 运 用 反 理 性 、 反 客 观 、 反 规 律 性 的 “ 意

乐平雕塑的“装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他的许多雕 境”手法而获得存在的。

塑中，“装饰”既是重要的，更是必要的，“装饰”的        总之，乐平的民族化塑造追求是主动的，但丝毫没

直接结果就是促使符号化形式结构的出现。 有勉强之意。他执著而倔强地“顺应”了塑造的本质之

       在乐平的结构性“装饰”塑造中，形体是将材料、 道，不违反材料、工艺的性质，不违反自己的心性，不

形式、工艺和形体构造置于“简约”、“限制”的樊篱 违反一个中国本土雕塑家的民族情结。罗素说过，“对

之下，而最终使造型呈现某种程式化。在一定程度上， 某一事业的信仰是大多数人的幸福之泉，……与献身平

他的雕塑囿于简约、限制的造型理念与装饰整合一体， 凡事业相近的是沉溺于某一爱好。”

甚 至 ， 他 的 “ 装 饰 ” 更 可 以 被 认 为 是 “ 简 化 ” 和 “ 限         诚 然，乐平创作中的诸多形式追求，最终有可能异

制”的直接延伸，可以被看作是造“型”的图案化。这 化为某种“不自由”，或许会使他作茧自缚。然而，图

样，他的塑造元素几乎都被他心目中所确立的标准要求 像化解了这种忧虑。在实践中，他用形体说明了他有能

所规范化，而透露出强烈的民族情结。但不得不承认， 力 驾 驭 种 种 矛 盾 。 并 且 ， 他 更 是 巧 妙 地 运 用 了 所 谓 的

相对于西方形式主义而言，他的这种造型努力使程式化 “不自由”，于自己划定的“不自由”中创造出了更深

后的装饰效能提升为民族性的语言，表达的形体特征并 层次的美。在此中，他乐此不疲，他对自我规定的限制

没有被削弱；相反，“装饰”、“简约”与“限制”巧 的自由掌握，已使他民族化形体塑造的追求被提升到超

妙契合，更是将形象的品位提升了，最终呈现出更为醒 越的境界。

目的视觉效果。         遥 遥千里，按图索骥，之中自然不可避免地出现隔

       一方面，乐平作品以上种种为了达到“民族化”身 靴搔痒的胡言乱语。对于许多杰出的艺术，有时，除了

份 所 做 出 的 塑 造 姿 态 ， 在 表 达 方 式 上 更 是 诙 谐 和 幽 默 作品本身以外的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但在此，作为老

的。例如他的《人与兽》系列。在这个系列中，主题直 朋友、好兄弟，我很为他的倔强和执著所打动。我想，

接来源于中国古典小说与神话，如黑旋风、小李广、拼 他应该继续走下去。

命三郎、花和尚等。本来，在自然界中，人与猛兽的关

系往往是征服与被征服、猎杀与被猎杀、奴役与被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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