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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寻着雕像的旅行    我非常喜欢旅行。
在读中学的时候即便是不能自由自在地四处奔跑，也时常手捧地图，在纸上方寸间神游畅想。
    以后工作“独立”了，有了因私或因公的机会去旅行。
这时的旅行，不管是在目的地，还是在路途中，主要的视野都停留在“大好河山”、“仙踪古迹”和
“风土民情”上了。
    然而，在20年前的两次旅行之后，促成了我去寻找毛泽东雕像的旅行。
    一次是在1989年夏天。
从北京乘火车用了四天三夜的时间到了吐鲁番，之后又坐了三天的汽车到了喀什。
这段耗时一个星期的路途，是我的首次距离最远的旅行，喀什不啻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
    在喀什，老城区商业街的首饰老匠人、和善的维吾尔族老奶奶、土黄色调子的维吾尔族民居构成的
街巷、傍晚街上弥漫的用洋葱腌制过的烤肉的味道，对这一切新奇和陌生的兴奋，都是这次喀什之行
留下了牢牢的记忆。
然而，喀什人民广场上一尊体量巨大的毛泽东雕像，也让我心里震动了一下。
因为在我看来，在这个充满着异域风情的边陲小城里，伫立着一尊20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有点不可思
议。
    也许是陌生的市井和熟悉的雕像，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这使得喀什的这尊毛泽东雕像似乎对于我是
一个明确的提示，不论这里有别于内地的异域风情如何浓烈，这里，依然是中国的一个城市。
    第二次在一个似乎也算遥远的地方看到了大型的毛泽东雕像，那是1992年夏天在海南三亚。
    当时为了去西沙群岛，我住在三亚一处部队驻地，在这里我看到了一尊10余米高的毛泽东雕像。
这尊雕像的形制也带着建造年代的印记，领袖身着大衣，挥起右臂。
    我当时望着雕像，背后就是大海，不用说，这应该是在中国最南边的一尊大型户外领袖雕像。
看这尊伫立于南海之滨的雕像时，我感觉毛泽东更像一个哨兵、卫士。
他的背后是辽阔的疆土。
    此后，不管在北京或是其他城市，若偶然再看到毛泽东雕像时，我都会想起在中国的西域和南疆的
那两尊毛泽东雕像。
大概又过了几年，我萌生了一个疑问，当年在全国曾经兴起建造领袖像的风潮中究竟建了多少？
    为什么雕像都集中建在1967年和以后的三四年间？
    为什么雕塑没有作者的署名？
他们又是何人？
    为什么一个城市中的数尊雕像或是两个相隔千万里的雕像会出自同一个模具？
    为什么建造雕像初期，中央曾经下文制止，而各地依旧热情高涨？
    为什么1980年代末期要拆除雕像，而现今究竟留存了多少？
（而到现今还留存了许多，到底留存了多少？
）    还有，为什么1993年后，各地又不断出现了新建造的雕像。
    就这样想着、走着、找着、拍着、问着，从1997年开始了寻找毛泽东雕像的旅行。
这个旅行间续进行着，不经意间已经走过了十多年，走过了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份，在120多个城镇
县市看到了近200多尊早期的户外毛泽东雕像。
同时也走访了中国主要的美术院校以及数百位雕塑家和雕像建造的亲历者，也从雕像下的民众的交谈
中，看到人们对雕像以及这位给中国历史带来巨大变化的领袖的心态。
    十多年间，东西南北走了数万公里，有人褒奖我能吃苦。
而这些路程我并没有感到有多辛劳，其实我们每天不都是在走吗？
相反，我到是感觉有些庆幸，为了寻找到雕像，让我关注到一些之前从没有听说过的地方，有些地方
如果不是因此而前往，也许我下辈子也不会想到要去那里。
这些所谓不起眼的地方，一样有着独特的风景和风情，游人不会成群踏至，我因此还有一份“独享”
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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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说毛泽东雕像》主要讲述了，毛泽东雕像的建造数量，可以说在中国雕塑历史上创出了记录。
它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侧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也是一种情感的回忆。
从1997年，在张家口拍下第一张毛泽东雕像照片开始到现在，《图说毛泽东雕像》作者成文军在全
国122个地市县镇，拍摄了225尊雕像。
其中1970年以前建造保留下来的180多尊，其余的则是文革时期（或叫改革开放）后建造的毛泽东雕像
。
在抢救性拍摄中，有的大批雕像拆除，有的则被保护下来并且成为文物，一些被挖出又重新竖立。
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回味的。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毛泽东雕像都有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图说毛泽东雕像》作者用一种怀旧的心态，表达着这种客观存在，这种感受深印在我们的永恒记忆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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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文军，1966年出牛。
天津工艺美术学院毕业。
中围新闻学会会员，中国雕塑学会会员。
曾供职中圜石油：从事过新闻摄影、美编、广告等职业；现在从事城市雕塑设计、自由撰稿人。
白上世纪来起关注文革时期的领袖塑像，随后10余年里在全国范围寻找和拍摄了200余尊大型毛泽东塑
像，同时开始了对这段雕塑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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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张家口 1997年初夏，我和几位同事出差驱车前往内蒙古锡林浩特，路途所经过的
第一个城市是河北的张家口，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广场（以后知道这里叫文化广场）上又看到一尊“文
革”时期建造的毛泽东雕像时，让我想起中国最西和最南的那两个城市雕像，想起了北京、上海那些
常会进入我视野里的毛泽东雕像。
 这个自童年时起就熟稔的雕像形态。
这个形态几乎是整齐划一，重复出现。
以前，在美术学院读书时做过“构成”练习，把一个图案作为元素或是单元，不断复制并有规划地组
合在一起构成的图案，观看者的视觉和心理便会产生了奇妙的变化。
 把这些分布在各地的毛泽东雕像拍摄下来，然后“构成”新的画幅，这是我要去寻找和拍摄雕像最初
的动机。
这样，在张家口停留的短暂时间里，我萌生了这个想法。
张家口的这尊雕像也拍摄下来，成为了这个专题所拍摄的第一尊雕像。
 然而不久，一个“毛泽东向前看，楼堂馆所一大片，毛泽东先后看，下岗工人一大片”的坊间里流行
的段子，让我觉得雕像成了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着的社会的参照物。
所以我拍摄时，不仅仅是再关注雕像本体，同时也将镜头的焦距放宽，把雕像和它周围的人和物糅合
在一起。
 时间走进新千年后，我的工作转向了城市雕塑的创作和设计，所以很快我自然地将这些体量巨大的毛
泽东雕像视为城市雕塑⋯⋯不论是当年的何样的社会因素促成了大量雕像的出现，也不论当今人们留
存和保护起它的意义如何，毛泽东雕像首先城市雕塑或是公共雕塑。
 这样的认识，把我的视线又引向了雕塑家，当年那些参与创作和建造雕像的雕塑家，以及他们之外的
工人、农民、市民、军人等其他行业的参与者。
通过他们的回忆和讲述，让我明晰了雕像建造的技术层面的方法和过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描述出
了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
 这一切让我感觉，我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在雕塑学层面上的城雕作品，我已经是在不经意间翻开了曾经
的且不为人在意的社会史册中的一页的一角。
当然，在拍摄这个在40多年前形制已经固定的参照物及其周围的景物和人物的时候，以及关注着近20
年来又竖立起的形制各异品质不一的这位历史人物雕像的时候，我不觉又记录起了这个变异和发展着
的时代中的人心向背。
 那一次途经张家口数年后，我为拍摄雕像又到过这个城市。
文化广场没有再像我第一次看到那样喧闹纷杂，第一次来这里时，当年与雕像一起建成作用于宣传功
能的展览馆正被用作商品展销场地，如同北京人民大会堂缩小版的展览馆，张挂着色彩缤纷形式各异
的商业广告。
 再看立于文化广场上的这尊用暖色石砾覆于表层的混泥土材质的雕像时，我想起的不再是新疆喀什和
海南三亚的雕像，而是想起北京的解放军原炮兵司令部，想起河北石家庄人民广场、“棉六”、“棉
七”探矿机构厂，金石化肥厂、铁道学院，鹿泉的黄壁庄水库，赞皇的县文化馆，唐山的工人文化宫
，包头的包钢东方红俱乐部、电建三公司、包铝集团，山东的兖州少年宫、济宁群艺馆，河南新乡的
河南师范大学⋯⋯在这些地方，都有着与张家口文化广场相同尺度和形态的毛泽东雕像，这一款雕像
被称为“河北款”。
 当然，张家口还有一尊被我称为“海军款”的毛泽东雕像。
这尊雕像在原地矿部张家口探矿机械厂内。
只所以称其为“海军款”，是因为我最初看到的这款雕像是在北京的“海军大院”。
这尊雕像当年由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的雕塑家叶如璋、关玉璋、崔玉琴主创。
创作初稿时，特意让海军士兵穿上“海军呢”大衣站立在行驶的卡车上，雕塑家则蹲在一旁观察大衣
随风摆动的衣纹效果，并在卡车的晃动中画下速写。
参与过雕像设计和建造的海军军官赵文煜先生曾经对我说，当时的设计立意，是要创作一尊领袖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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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于舰艇之上，手臂前伸要如舰首推拨开巨浪。
 现在除了“海军大院”和张家口探矿机械厂，在北京手表厂，唐山水泥机械厂，包头202厂，辽宁渤
海船厂和陕西618所等地，“海军版”的毛泽东雕像依旧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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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说毛泽东雕像》作者成文军从1997年开始了寻找毛泽东雕像的旅行。
走过了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份，在120多个城镇县市看到了近200多尊早期的户外毛泽东雕像。
同时也走访了中国主要的美术院校以及数百位雕塑家和雕像建造的亲历者，也从雕像下的民众的交谈
中，看到人们对雕像以及这位给中国历史带来巨大变化的领袖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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