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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学雕塑随笔》是雕塑家、画家、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李学
在他雕塑生涯中的随笔，阐述了工艺美术中雕塑的点点滴滴，并以其美学的思想剖析艺术现象，用生
活实践去解毒艺术，使人在轻松与潜移默化中感受美好，也是其在生活中的亲身体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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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学、雕塑家、画家，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雕塑》杂志编
委。
生于1 946年6月，1 8岁开始在全国报刊上发表美术作品，在油画、国画、水粉画等方面早有建树，曾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油画《国魂》被毛主席纪念堂收藏。
近20年来着重从事雕塑艺术创作。
事迹载入《世界名人录》等多部辞书。
主要作品：海南宋氏祖居广场的《宋庆龄》雕像山东即墨的《即墨大夫》雕像河南鹤壁的《女娲》雕
塑《杨得志》、《周而复》、《郭林祥》、《方国瑜》、《白求恩》雕像主要出版物：《造型艺术断
想》 青年美术论丛 1 987年出版《李学写意百鹰图》 煤炭工业出版社 1 999年出版《李学水粉写生画集
》 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出版《李学诗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出版其他文章见于《人民日报》及
其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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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王鲁豫我为宋庆龄雕像⋯⋯⋯⋯⋯⋯⋯⋯⋯⋯⋯⋯⋯1美术
创新诸问题⋯⋯⋯⋯⋯⋯⋯⋯⋯⋯⋯⋯⋯5质疑——维纳斯的“残缺美”⋯⋯⋯⋯⋯⋯⋯26雕塑《女娲
补天》的心绪⋯⋯⋯⋯⋯⋯⋯⋯⋯30《李大钊》雕塑之我见⋯⋯⋯⋯⋯⋯⋯⋯⋯⋯35《金象》雕塑前
后⋯⋯⋯⋯⋯⋯⋯⋯⋯⋯⋯⋯44雕塑及其作用⋯⋯⋯⋯⋯⋯⋯⋯⋯⋯⋯⋯⋯．48应把雕塑当艺术看待
⋯⋯⋯⋯⋯⋯⋯⋯⋯⋯⋯51雕林憾事⋯⋯⋯⋯⋯⋯⋯⋯⋯⋯⋯⋯⋯⋯⋯  54关于雕塑《美人鱼》的建议
⋯⋯⋯⋯⋯⋯⋯⋯57《天鹅》为何不具象⋯⋯⋯⋯⋯⋯⋯⋯⋯⋯⋯6l应保留雕琢的痕迹⋯⋯⋯⋯⋯⋯
⋯⋯⋯⋯⋯⋯63为什么雕塑《苏门神童》⋯⋯⋯⋯⋯⋯⋯⋯⋯65小议建筑与建筑艺术．⋯⋯⋯⋯⋯⋯
⋯．．⋯67要重视环境艺术的建设⋯⋯⋯⋯⋯⋯⋯⋯⋯⋯73艺术性在于填空白⋯⋯⋯⋯⋯⋯．⋯⋯⋯
⋯⋯75视觉差所引起的⋯⋯⋯⋯⋯⋯⋯⋯⋯⋯⋯⋯．77关于雕塑《东方巨龙》的设想⋯⋯⋯⋯⋯⋯
⋯80克隆在诋毁着艺术⋯⋯⋯⋯⋯⋯⋯⋯⋯⋯⋯⋯85艺术鉴赏··⋯⋯⋯⋯⋯⋯⋯⋯⋯⋯⋯⋯⋯⋯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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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天鹅》雕塑设计方案⋯⋯⋯⋯⋯⋯106小议艺术作品的隽永性⋯⋯⋯⋯⋯⋯⋯⋯⋯⋯110关于《白求
恩》雕塑像⋯⋯⋯⋯⋯⋯⋯⋯⋯⋯113我为柏杨先生雕像⋯⋯⋯⋯⋯⋯⋯⋯⋯⋯⋯．116关于《华夏之
魂》雕塑群的设想·⋯⋯⋯⋯⋯136关于我的雕塑命名⋯⋯⋯⋯⋯⋯·⋯⋯⋯·⋯142从绘画到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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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蜡像印记⋯．⋯⋯⋯⋯⋯⋯⋯⋯⋯·⋯⋯⋯·196雕塑《鹤翔九天》的弦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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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艺术中的丑与美⋯⋯⋯·⋯·⋯⋯⋯⋯⋯⋯·207关于雕塑的材质⋯⋯⋯⋯⋯⋯⋯⋯⋯⋯
·⋯·209应投入生活的怀抱⋯⋯⋯⋯⋯⋯⋯⋯⋯⋯·⋯211“美术”应为造型艺术⋯⋯⋯⋯⋯⋯⋯⋯
⋯⋯213“蜡像”不是雕塑艺术⋯⋯⋯⋯⋯⋯⋯⋯⋯⋯216雕塑有律可循⋯⋯⋯⋯⋯·⋯⋯⋯⋯⋯⋯⋯
·22l荒唐的美术理论⋯．⋯⋯⋯⋯⋯⋯⋯⋯⋯⋯⋯225“肖像”，无须的加冕⋯⋯⋯⋯⋯⋯⋯⋯⋯
⋯229醉看艺人笔记之感慨⋯⋯⋯⋯⋯⋯⋯⋯⋯⋯⋯233“北斗”巨星将会闪烁⋯．⋯⋯⋯⋯⋯⋯⋯
⋯240青铜雕塑《女娲的故事》·⋯⋯⋯·⋯⋯⋯⋯244艺术美的客观性⋯⋯⋯⋯⋯⋯⋯⋯⋯⋯·⋯
⋯246关于创作中的草稿问题⋯⋯⋯⋯⋯·⋯⋯⋯·248齐心合力才能珠联璧合⋯⋯⋯⋯-⋯⋯⋯⋯⋯
254艺术的倾向在于世界观⋯⋯⋯⋯⋯⋯⋯⋯·⋯258还是要到生活中去⋯⋯⋯⋯⋯·⋯⋯⋯⋯⋯·266
《天钓》雕塑如是说⋯⋯⋯⋯⋯·⋯⋯⋯⋯⋯267    诗言艺扁我不再是泥土⋯⋯⋯⋯⋯⋯⋯⋯⋯⋯⋯-
⋯· 273变形与夸张⋯·⋯⋯⋯⋯⋯⋯⋯⋯⋯⋯⋯⋯·275似与不似重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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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白与黑⋯⋯⋯⋯⋯⋯⋯⋯⋯⋯⋯⋯⋯⋯·⋯  280艺术的风格⋯⋯⋯⋯⋯⋯⋯·⋯⋯⋯⋯⋯⋯·2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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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人民日报》所发表作品⋯⋯⋯ 314    作者寄语后记⋯⋯⋯⋯⋯⋯⋯⋯⋯⋯⋯⋯⋯⋯⋯⋯    319    
作者雕塑作品图录1．《宋庆龄》雕像⋯⋯⋯⋯⋯⋯⋯⋯⋯⋯⋯ 3252．《女娲》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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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5．《杨得志》雕像⋯⋯⋯⋯⋯⋯⋯⋯⋯⋯⋯ 3296．《郭林祥》雕像⋯⋯⋯⋯⋯⋯⋯⋯⋯⋯
⋯ 3307．《炎黄二帝》浮雕⋯⋯⋯⋯⋯⋯⋯⋯·⋯ 33l8．《北斗》、《起锚》、《翔》、《潮》⋯
3329．《王照华》雕像⋯⋯⋯⋯⋯⋯⋯⋯⋯⋯⋯ 33310．《周而复》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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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正是由于作品的典型特征才使我们通过作品而认识 了各位艺术家。
典型是作品的灵魂，也是作者的代表。
典 型的艺术形象令人过目不忘，永志心怀，非典型的作品即 使当时在作品前拍了照片，事后也会令
人记忆模糊。
我至 今还没有看到钱绍武老师的《李大钊》雕像，连小样也没 有看到过，只是在报刊上看到一眼，
因为报刊是人家的， 那时我在外地与钱老师已是几年未见了，更不知道他雕 塑风格的多样和变化，
肯定地说，当时我连名字也没看 到，还不知道是钱先生雕的。
不仅如此，和我同行的几个 人连看都没看到，因为当时是在赶火车。
火车上我说我看 到了一件好东西⋯⋯真正看清这尊雕塑的准确形象还是 几年后到钱教授家里造访，
看到他的活页夹里装的一张 约十寸的横幅照片。
那是真正的震撼，现实主义的写实雕 塑能抽象，简练到这一步，真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 合的
升华和极限。
其艺术语言已到了“诗”的境界。
那洗 练的“刀”法，高度概括的含蓄，形体的单纯并以一代十， 结构的点到为止和感觉的精确实在
，形象的坚毅，稳重及 古雅等给人一种气势恢宏或空前古来所无之感。
其风格 毋庸多讲。
对于这样的大师纯熟于多种艺术语言可以用 多种风格，多种形式去表现多种事物，甚至判若两人。
所 以进站前的一瞥没有看出是钱老的作品并不奇怪。
我亲眼看过钱大师画人体速写，就像我们画圈一样飞快，然而 似是随便却有神，而且是在生宣上用毛
笔整线条而丝毫 不能犹豫、不能停顿地“刷”一杆子到底，四尺整宣一会 儿就画了一屋子。
其神速可真是速写啊，其风格根本没有 可比性。
我也看到过他的油画或粉画。
其色彩的冷暖关 系，空气的透视关系等也是旷古绝伦的，并且鲜为人知。
 我也是偶然在一个非常小而不知名的饭店里发现的，起 初我以为是俄罗斯十八、十九世纪哪位巡回
画派作品的 印刷品。
后来听说是钱绍武所画，我们连夜开车把钱老接 过来，加以证实。
那又是一次心灵的震撼。
那又是什么风 格?不知怎的，这些大家总是把自己的“宝贝”隐避着， 往往流落在一般人手里。
就钱先生的雕塑而论，《江丰》 像应该说是可以代表其风格了，然而他像拧螺丝一样向 前挤进，直
到《李大钊》的出现。
我想不论他的艺术语言 怎样古奥、多么纯青，都是在用心去表现其典型特征。
那 种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平淡的简单一个几何形体，甚至一 条平线，而实则却有一股内在的力量在运
动。
并发射着难 以觉察的短波渗入心灵。
那写意，那粗犷，那单纯，都是 写实、细腻和无限包容的代名词。
正如草书狂草必有正楷 的功底而来，大写意也要由工笔或铁线描而来一样。
艺术 不仅仅是提炼生活，而同时也在提炼艺术本身。
((李大 钊》雕像渗透了钱先生对李大钊的感受和认识，每个体面 都表达着艺术家的意愿和对伟大的马
列主义者的高度评 价。
应该说作者对其表象是积极的能动的，当然这种能动 性自然包括着对其自然面貌进行符合艺术规律的
改造与 加工。
使其形象的具体可感性和高度的概括性达到和谐 和统一。
成功的艺术形象既是具体可感的，也是高度概括的。
        （P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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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学雕塑随笔》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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