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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文化论

文/孙振华

by sun Zhenhua

SCULPTURE CULTURALISm

盛唐气象、新的统一基调——唐代佛教的特点——成熟与圆满的佛教艺术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经历了数百年的分裂和战乱，通过隋代的过渡，南北朝时期南方风 格与北方风 格

统一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雕塑文化合流了，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融合了。这使得
唐代雕塑呈现出新的、统一的时代风貌 和格调，以盛唐最为典型。这种新的统一格调
已不是秦汉风格的再现，而是有着比秦汉时代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

秦汉雕塑以阳刚之美为主，体现了积极、进取的生命力量，而唐代雕塑则刚柔并济，
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民族的刚健、粗犷和生命力量，又同时吸收了南朝文化的精
致、细腻、华美的自然灵气 ；秦汉雕塑在空间造型上更讲究 体 积的巨大，气势的充沛，
以大为美，以充实为美，而唐代雕塑则是浑厚中有灵巧、粗犷中有妩媚、豪放中有细腻、
凝重中有轻盈 ；秦汉 雕塑表现为物质世界的扩张和征服，而唐代雕塑同时还将这种扩
张和征服与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统一在一起。总之，唐代雕塑中代表着完满、和谐，似
乎没有什么境界不具备，没有什么目标不能达到。

唐代雕塑的主要方面仍是佛教 雕塑，唐代人的宗教意识对宗教 雕塑的发展、兴盛
有着密切的关系。

取代隋朝而统一中国的唐代统治者定都长安，这一时期文治武功、繁荣兴旺。国力
强盛而产生的巨大的自信心使得唐人在宗教态度上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尽管唐代也有
儒释之争、释道之争，唐后期，武宗有过废佛事件，但总的来说，唐代统治者不仅对佛
教，而且对其他宗教 都是采取宽容、开放、兼收并蓄的态度。袄 教、摩尼教、回教、
景教等外来宗教在唐代都得以存身。玄奘、义净等又从印度传来新的佛教宗派，不空
三藏和善无畏等传来密宗，为原有佛教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佛教雕塑开拓了新的
题 材。唐代佛与宫廷的关系也很密切。佛教 在唐代还得以进入宫廷。如不空三藏，历
受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所用，曾进宫为玄宗施行灌顶法，他 奉 代宗之命讲经时，皇帝

TANg DyNASTy moDEL I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ULPTURE CULTURE

中国雕塑文化发展的唐代模式

唐代天龙山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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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引擎思想引擎 thOughts engine

亲自莅临行香礼拜。他进出宫廷可以骑马，圆寂时竟休朝三日，可见
唐代皇宫和贵族对佛教的尊重。唐代皇室与佛的密切关系，促进了
佛教雕塑的发展，龙门石窟在唐代就是皇室与显贵发愿造像最集中
的地方，重点龛窟一般 都是皇室经营的皇窟。武则天就曾以皇后身
份“助脂粉钱二万贯”营建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龛，为后世留下了
唐代佛教雕塑的代表作品。

唐代佛教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佛教 信仰渗透到人民大众之
中，外来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广大民众的心理得到了更为密切的结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对佛教的接受是有层次区别的，当时贵族、
士大夫侧重的是佛教义理，学佛习禅往往是他们一种独特的精神活
动。一般老百姓的佛教信仰则常常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仅仅是
作为一种盲目的迷 信而已，佛教 教义还未能真正深入民众的日常心
理之中。到唐代，佛教的“俗讲”“唱导”等通 俗宣传形式流行，这
为佛教教义以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深入民众起了重要作用。韩愈
的诗《华山女》 就 描绘过这 种盛况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 螺
闹宫庭，广张罪 福姿 诱 胁，听 众 狎恰 排浮 萍。”…… 姚 合的《赠常
州院 僧》 诗也写道 ：“古磐声难尽，秋 灯色更 鲜，仍闻开讲日，湖上
少渔船。”应该说，唐代以这种前所未有的气势、规 模进行佛教宣
传，同时也 大大加速了外 来宗教与中国人 传统观念的融 合，加快了
佛教中国化的步伐。《唐会要》记载，高宗显庆二年（公元 667 年）
二月的诏书中，指责僧尼不敬重自己的亲生父母，反而接受父母的礼
拜，这是悖逆人 伦的，因而诏令严格禁止。唐代以前关于沙门是否
要敬王者的争论在唐代也以皇帝诏示 ：沙门应向君王和双亲礼拜而
告终。这是中国传统的人伦孝悌的观念对佛教的改造。

以上这些对唐代佛教 雕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教的中国化、
世 俗 化、民族化使得唐 代佛教 雕塑“善塑性、不善佛性”，雕塑中
消除了以往佛像中那种神秘、超脱、出世、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意
味，而向现实的人伦世界靠拢。这样使得佛像雕塑具有了表现唐代
时代精神的可能。唐代佛教中体现出来的对现实世界的相当信心和
把握，以及乐观进取、开朗自信的特点是过去佛教雕塑中所没有的。

唐代雕塑最著名的当数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了。这尊像通
高 17.14 米，开相庄严雄伟而又睿智慈祥，丰颐秀目，仪表堂堂。既
有男子汉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在微 微下视的眼光中，既 透
出威武的英气，同时又甚至含一丝妩媚。稍稍翘 起的唇角显得既尊
贵严峻，又亲切、温和。它既不像云冈 20 窟弥陀坐像那样拙、粗、

重，又不像“秀骨清相”式 佛像那样秀、媚、薄，而是兼收了两者
的长处。它不仅是唐代雕塑的典范，也是中国雕塑的典范。它是中国
文化鼎盛时期的文化精神的写照。

盛唐时期佛教雕塑像种齐备，每铺出场的人物有佛、声闻、菩
萨、天王、力士和供养菩萨等。在整体精神和群 体间相互关系的配
置上，达到了一种和谐完美。就表情而言，有端庄的、恭谨的、勇武
的、凶猛的、妩 媚的、虔诚的，就 姿式 来看有坐、站等不同姿态。
就单个看，其神情动作也是完美的，如盛唐菩萨一般是 S 形的三屈
式站姿，以袅娜多姿、媚秀温柔为主要特点，在衣饰表现上富于装
饰性，然而在此同时又并不充于轻浮、浅薄和纤弱，而是端庄纯厚，
开朗饱满。再如盛唐的天王和力士像，怒目呲牙，叉腰舞臂，给人以
强烈的震撼，但在此同时又并不显得蛮横笨拙，仅仅只是体力上、
外表上的勇猛，同时还刻画出人物由内心激发出来的意气风发的精
神力量和对表情、动作的内在控制和收敛。这些都是与唐代雕塑的
整个基调相统一的。

　 　
昭陵六骏——丰富多彩的明器艺术

唐代的陵墓雕刻和墓室内明器艺术也取得了较高成就，它们所
体现出来的精神与佛教雕塑是一致的。

唐太宗李世民陵前的《昭陵六骏》 高浮 雕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陵墓装饰雕塑，而是具有纪念碑的意义，然而仍是与丧葬联系在一
起，因此堪称唐陵墓雕刻的代表。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征战中骑过
的六匹立过功的战马，它们用六块高 1.7 米左右、宽 2 米左右的长方
形石灰岩雕成。这六件雕刻表现了六骏的立、行、奔、驰各种不同
的生动姿态。与过去以马为题 材的雕塑相比，这六匹骏马一方面保
持了体现战马劲健英俊、气魄宏大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十分讲究雕
琢的细腻、准确和流畅，讲究线条的装饰性。昭陵六骏在加强写实
性、注意比 例合度、自然生动的同时，又没有显得琐屑、纤巧。唐
代献陵、乾陵、顺陵等帝陵的石雕动物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如石虎、
石犀、翼马、鸵鸟、石狮等，轮廓分明，形象生动，把理想与现实，
写实与装饰结合在一起，在天广地阔的原野上巍然屹立，显得格外
雄伟、挺拔。

唐 代陵墓出土的大量陶制人 和动物明器 较之前代有了很大进
步，除制作技术十分成熟外，比过去更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这说

龙门石窟卢舍那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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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不单单是一项制度，更重要的，它体现了社会对理想
人格的要求，它对人的发展是一种诱导、规范，被认为是通向显达、
人格完善的理想目标最合理、最正当的途径。它影响着人的情感、
气质，塑造着适应这种目标需要的一代又一代人。唐代就有了“三十
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意气消逝 在
这条漫长的皓首穷经的旅途中。唐太宗曾得意地看着鱼贯而入的考
生，说道 ：“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然而就中华民族而言，实在不是
一件应该得意的事情。

也许，唐代统治者的初衷并不是要达到弱化民族生命力的目的，
唐 代开科取士也的确为当时庶族地 王、一般士大夫进入政 坛发挥
作用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历史就是在相互缠绕的矛盾中行进的，像
杜甫这样饱学的、破万卷书的大诗人，在考场上也不能得意就已经
很能说明问题了。

还 好，唐人的魄力究竟宏大，连 杜甫也能吐出：“男儿守斗死，
壮士耻为儒”的慷慨之句，更不要说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了。唐人还能将这种浩气维持到晚唐。到晚唐，窘态
已经显露。有人在论唐诗时曾指出：“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
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
人迹 板桥霜。’虽然写得 都妙，然盛、中、晚 界限分明，故知文章关
气运，非人力。”而晚唐的雕塑何尝不是与初、盛唐的雕塑有明显的
区别！唐代佛教雕塑的优秀作品主要集中在初唐和盛唐。晚唐的佛
教 雕塑开始显露出追求华丽、纤巧，刻意于形式上的工细的倾向。
晚唐的墓饰石雕也明显失去了初、盛唐时的气魄和从容、奋发的信
心，造型趋于呆板、生硬，仅具形躯而缺乏生命力。出现这一切不
能不说是预示着中华民族精神即将发生重大蜕变。  

                        （孙振华 博士、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

明除了作为人的象征外，制作者更多地 在其中倾注了他 们的审美趣
味，成为了比较自觉的审美创造。陕西西安鲜于庭海墓出土的两个戏
弄俑，表情风 趣而夸张，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戏剧表演时的神
态，颇似今天相声、滑稽演员丰富而生动的表情。

现存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鹰匠坐俑，表现一个伺鹰人一手握
饵，调弄着另一只手中的鹰，人物神情专注，聚精会神，完全沉浸在
眼前的事情中，鹰却紧盯着他手中的食物，张着大嘴，好象正在挣扎
着，准备扑向食物。制作者捕捉生活中这个小镜头，很富于生活情趣。

唐代墓俑几乎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娴静的仕女，
忙碌的女仆，接骆驼的小伙，外国的使者，演奏的乐队，跋涉的商旅，
游山玩 水的贵妇人…… 这 种反映 生活的全面性、丰富性 在中国雕
塑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盛世中的危机

从文化发展水平的高度，文化的成熟，完善的程度而言，唐代
无疑要高出秦汉，但从精神气质的强度，生命力度来看，唐则不如
秦汉。从雕塑来看，唐代雕塑的气势、力量和魄力不及秦汉。

鲁迅先生曾说 ：“遥 想汉人多少闵放。…… 唐人也 还不算弱。”
看来鲁迅对汉、唐的评价还是做了一定区分的。评价一个时代的文
化精神常可有不同的出发点和角度，如果以成熟、完善做 标准，最
值得称道的应该是唐 ；如果以民族精神的生机、活力来看，最值得
称道的应是秦汉。

在历史的回顾中，提到唐 代，人 们马上联 想到这是中国历史上
的黄金时 代，然而也正是唐 代，出现了中华民族生存和竞争能力弱
化的端倪，已经开始使人感到在这个民族精神里已隐约伏下了一些
令人不安的因素，当然这里有许多复杂的原因。

其中明显的一例是科举制度。
早在隋代，隋文帝曾提出按德 取士，改变文章取士的办法，但

行不通。隋炀帝开始 提 倡科 举 制度。这一制度到唐 代已经基本完
备，定型。科举制度从 7 世纪 初产生，一直存在到 20 世纪的头几
年，足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
样，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如此长久 地影响着知识份
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情感状态，如此有力地操纵着社会的
价值标准，人生的理想呢？

abstract:

     tang Dynasty is the prime time of China’s feudal society. 

under the transition of sui Dynasty after centuries of division 

and wars, the styles in the south and in the north became 

integrated during south and north Dynasty, the sculpture 

cultur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merged, and the feminine beauty and the masculine 

power blended. the sculptures in tang Dynasty presented a 

new and unified style that reflects the times, with the prototype 

in the prime tang era, which no longer mimic the styles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but possess more enriched connotations 

than their predecessors. 

     the tang sculptures are mostly buddhist ones, for the 

religious faith in that era bears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religious sculptures. in the 

prim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the buddhist sculptures are 

multiple in their types, with buddha, bodhisattva, heavenly 

King, giant, Offering buddha and so on. such sculptures have 

achieved the harmonious perfection in the overall spirit and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groups.   

    

唐乾陵翼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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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学会青年推介计划系列展第二季首展

呈

视觉现场 visual sCene

THE SECoND-SEASoN ExHIbITIoN of yoUTH PRomoTIoN 
PRogRAm of CHINA SCULPTURE INSTITUTE

PRESENTATIoN

   01

仁画廊 yAN CLUb ARTS CENTER



05ChinaSCULPTURE

2012 年，第一季中国雕塑学会青年推介计划的全国巡展“启”
已成为了一首雕塑版的“青春舞曲”，它的唱响使不少青年雕塑家的
作品得以展出，受到关注，甚至获奖。这一项目本身也得到了业界不
俗的评价。在“艺术中国”写给年度特别贡献奖得主中国雕塑学会
的获奖理由中，特别指出这一项目“见 证了一批明日之星的成长，为
新生代的发展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那么，“推介计划”将在
2013 年开始的第二季中呈现何种面貌，搭建何种平台，生成何种期
待呢？为了这 份 持续的冲动，我们有了第二个名字，依旧是一个字
“呈”！呈 ：平也，呈 ：显也，这就是我们此时的态度。如果把两个
展览的名字联系起 来恐怕可以清晰 地 解 释我 们内心的那一点点期
许 ：第二季的“推介计划”是我们的再“启程”，这些像大海捞针一
般寻到的艺术家应该成为雕塑乃至今天艺术“起承转合”的一代。
他 们呈现的是中国艺术的青春思考，青春表述，呈上的应该是被思
想雕塑过的青春的盛宴。

第二季的“推介计划”在原有基础上还将推出两个板块“走入
美术 馆计划”以及“发现 雕塑英才计划”，分层次、分板块 地 推介
年轻雕塑家的作品进入美术馆收藏体系，建立持续地发现“雕塑英
才”的系统。与此同时，中国雕塑学会以权 威咨询机 构的身份与雅

   02

   03

01 Unmask《血拼-3》 装置 250cm×140cm×140cm 

   原胶、树脂等 2011

02 蔡志松《玫瑰》（局部） 122cm×122cm×20cm 2010

03 张伟《释怀》 高60cm 2013年  青铜 2013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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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2012, embarkment, the first national 

exhibition of youth Promotion Program of 

China sculpture institute, marked a youthful 

melody in sculpture, which enable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works of many young 

sculptors to be recognized and awarded, 

and prompted favorable comments in the 

sculpture community. As Art China justified 

China sculpture institute as the annual special 

achievement award winner, it said that the 

program “witnesses the growth of young 

talent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oung genenration” .how will the Promotion 

Program present itself, build platforms and 

spur expectations in the second season? 

for the continued thrill, we name the second 

exhibition as “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means we will present it to the audiece in a 

humble way but with remarkable merit. it also 

reveals our mindset. if the names of the two 

exhibitions are connected, our expectations 

in the program could be shown, that is, the 

second exhibition is our second embarkment 

and the rare artists in the sea of the crowd 

should become the generation that present 

04 金钕《依兰》（局部） 85cm×29cm×41cm 铜 2012

05 Unmask《无影者》（局部） 06 Unmask《无影者》

视觉现场 visual sCene

   04

   05

   06

昌艺术网合 作，将 建立中国的雕塑认 证
体系，逐步形成一套完备的雕塑市场交
易方式，从而促 进 雕塑的蓬勃发展，保
障雕塑市场的巨大潜力能够有序释放。

对 于 此 次 展 览，我 们 可 以 视 其 为
新 一 季“青 年 推 介 计 划”在 798 艺 术
区的 “PR”式亮 相，所以 我 们邀 请了知
名度、识别度较高的青年雕塑家，他 们
是 ：蔡志松、陈融、董博泉、金 钕、潘
松、UNMASK、王立伟、王伟、吴彤、
张伟，来助力我们的项目与“雕塑认证”
的启动。同时 我 们 也 要 感 谢 雅昌艺 术
网、南通中心美术 馆、仁艺术中心等机
构的支 持，因为你 们，“青年推介 计划”
才会更精彩！  

foREwoRD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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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王立伟《绿色劫难之2》皮 长110cm高30cm 2010年  

08 金钕《火柴》铸铁 58cm×10cm×11cm 2013年

09 王伟《倒置的鱼青铜》 青铜  21cm×20cm×97cm 2010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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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selv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rt. what they present is the youth 

ref lection of Chinese art, the youth 

expression of art and thus the feast of 

youth under profound meditation. 

    the second-season Promotion 

Program is composed of two more 

sect ions as compared to the f i rst 

one, entry into gallery Program and 

sculpture talent Discovery Program, 

which enables the works of young 

sculpture talents to enter the collection 

system of galleries in a systematic 

way and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to discover sculpture 

talents. meanwhile, China sculpture 

institute, as the authority of sculpture, 

will build China’s sculpture evaluation 

system in cooperation with artron net 

and develop the transaction mode of 

sculpture market so as to promo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sculpture and 

ensure the gradual unleash of the huge 

potential in the sculpture market. 

    as to the exhibition, we regard it 

as the "Pr" presentation of youth 

Promotion Program in 798 art Zone. 

we have invited the well-recognized 

well-famed young sculptors such as Cai 

Zhisong, Chen rong, Dong boquan, 

Jin nv, Pan song, unmasK, wang 

liwei, wang wei, wu tong, Zhang wei, 

who will make due contributions to the 

launch of our program and of sculpture evaluation system. we’d like to extend our 

gratitude to artron net, nantong Central gallery and yan Club arts Center. because of 

you, youth Promotion Program is like a pearl shining brilli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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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起点和终点上

中韩造型美术友好交流展

2013 年 5 月 9 日下午，在北京韩国文化院举办了名为“生命的始与终”的中韩造型美术友好交流展。展览展出了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董书兵副教授及韩国桑皮纸造型艺术家朴成喜女士的作品共三十余件。中韩友好协

会会长王建宙、韩国国会国防委员长元裕哲、韩国驻华大使李揆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赵萌教授、副院长

张敢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韩两方约六十位友人参加。

展览由董书兵的婴孩作品与朴成喜的老人作品分别代表了生命的开始与终结。孩子与老人，两个截然相反的群

体 ；青铜与桑皮纸，两种截然相反的材质，形成了人生的本质与尊严这一主题。作品超越了国籍和语言，令人感动。

此次展览由 Korea Foundation及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赞助举办，展至 5 月 17日，5 月 25日至 6 月 28日

将在 798艺术区天画廊继续展出。

视觉现场 visual sCen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CHINA AND KoREA moDELINg fINE ARTS CommUNICATIoN ExHIbITIoN

   01

01 董书兵《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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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请允许我代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对“在生命的起点和终点上”

中韩造型美术友好交流展的举办表示诚挚而热烈的祝贺！中韩文化
有着深 厚的历史渊源，自建交以来，两国艺术家之间的接 触 和交往
也日益频繁。这次能够在韩国文化院举办韩国桑皮纸造型艺术家朴
成喜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董书兵教授的雕塑作品展，就是中韩文化
交流的成果。

这次展览以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为题，展出了董书兵教授和朴成
喜的 30 余 件 雕塑作品。在绘画中，对生命的不同阶段的表现并不
鲜见，如中国古代以儿童为题材的作品，以及西方绘画中表现人生的
不同阶段的作品，克利姆特、毕加索、蒙克等都创作过 相同题 材的
作品。但是，在雕塑中，专注于对儿童和老年进行表现的艺术家并
不多见。

在希腊神话中，斯芬克斯曾用一个谜语来考问俄狄浦斯 ：“什么
动物早晨四条 腿，中午两条 腿，晚上三条 腿，腿最多的时 候也是最

脆弱的时候？”俄狄浦斯的答案是“人”。人 都会经历出生、成长和
衰老的过程，生命的轮回是人类的永恒话题。董书兵和朴成喜恰好
选择了生命的起点和终点，也就是人类最脆弱的的阶段作为自己的
表现 对象，充分 体 现了他 们对生命的理解。哭是婴儿表达 情绪 和
要求的主要方式，董书兵作品中的婴儿都在哭泣，他 们似乎已经预
见了自己将要面临的命运和挫折，但是在他 们身上蕴含着尚未勃发
的能量。朴成喜作品中的老人则在经历了人生曲折和磨难后，有的
木讷、有的哀伤、有的快乐，那是一种无奈的淡然。生命是沉重的，
但我们仍然要勇敢地面对。董书兵和朴成喜的作品，用婴儿与老年、
青铜与纸这些看似对立的元素，既展现了人脆弱的一面，也揭示了
生命的顽强。

最后，对赞助本次展览的“Korea Foundation”和“友利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以及举办这次展览的韩国文化院展示馆、天画
廊表示感谢！并再次祝展览成功！

                                                                      —— 张 敢

主持人致辞

   02

01 董书兵《抱抱》 02 朴成喜《飞翔》（局部）桑皮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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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现场 visual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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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and Korea model ing fine 

arts Communication exhibition on the 

theme of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is held in academy of art & Design of 

tsinghua universi ty. the exhibi t ion 

presents over 30 sculptures by Park 

seong hee, the mulberry paper modeling 

artist in Korea and by Professor Dong 

shubing fromacademy of art & Desig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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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董书兵《同一片蓝天》汉白玉

04 朴成喜《城市众相》桑皮纸

05 董书兵《同一首歌》

06 朴成喜《死亡的境界》桑皮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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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
2013青年艺术家研究展

江汉繁星计划

    在过去中国的文字中，一个字可以代表今天的一个词，甚至更多，乃至营造出清晰的情境，“渐”就是这样

的一个字。它给我们的感觉是慢慢的、模糊的，可以流动的，像含着颗话梅，有滋味渗出来。

    丰子恺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渐》，他说：“‘渐’的本质是‘时间’。”的确，“渐”就是这样一个感受时间

情绪的展览，关于艺术风格的渐变，关于艺术家创作的生成与生发，关于欣赏者向作品缓缓走近、品读的过程。

总之，恰当的速度与时间相搭配，也许可以使S（距离）=V（速度）T（时间）这个公式以及今天的世界具有别样

的“美感”

2013 yoUNg ARTISTS RESEARCH ExHIbITIoN

gRADUALNESS 

视觉现场 visual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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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HAN STAR PLAN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