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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弦》是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雕塑获奖提名

作品中比较特别的一件作品，与其他主题、语言相对传统的作

品不同，《和弦》以机械构筑了人类关于和谐和美的想象。作

者翟书豪作为2019年才刚刚本科毕业的年轻艺术家，以自己对

机械的热情和对雕塑语言的探索，进行着“和弦”系列作品的

创作。

关键词：动态雕塑，机械，青年艺术

Abstract: “Chord” is a distinctive art work among the nominated works 

for the 13th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with the theme and languag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 which has constructed human’s imagination about harmony and 

beautifulness. As the young artist who just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in 2019, 

Zhai Shuhao has created “Chord” series with enthusiasm to machinery and 

exploration of sculptur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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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械构筑和谐——翟书豪访谈
Constructing Harmony with Machinery—Interview with Zhai Shuhao

翟书豪  Zhai Shuhao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全国美术作品展呈现着中国美术发展的阶段

性成果，曾诞生了许多载入史册的重要美术

作品。随着时代发展，艺术评价的体系越来

越多元化。作为刚刚毕业的年轻艺术家，你

对全国美展的特殊性是如何理解的？在艺术

市场愈发成熟，艺术评价体系愈发多元的今

天，你认为全国美展的意义是什么？

翟书豪（以下简称“翟”）：全国美术

作品展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参

与进来，引导潮流，奠定大基调，输出社会

主义价值观。

当：你在介绍作品时说，《和弦》是

有机的、和谐的，是将自然界“很和谐很美

好”的形态变化归纳整理，提炼出一串和谐

的数列，再用机械雕塑呈现出来。你是从什

么时候开始创作《和弦》系列的？怎么想到

将机械、数学与雕塑结合在一起？

翟：《和弦》是从2018年9月开始制

作的。

我是一名机械爱好者，大学期间利用

在工科学校就学的机会，学习了一点相关知

识。我对“高效的机器”有着十足的兴趣，

这里的机器泛指很多事物：一台转化效率很

高的发动机，一座规划得很好的城市，一座

布局合理的工厂，一架气动性能极好的飞

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我认为它们有

着天然的美感，而且这种美感很直观，不需

要背景。

我好奇它们为什么会这样，也尝试去解

释。可以肯定的是，高效的生物更有生存优

势，所以很多高效的生物都活了下去。我们

生活在一个充满了高效生物的世界，周围的

一切都是转化效率很高的生物（几乎人类发

明的所有机器的转化效率都没有任何一种生

物高），然后个体与环境相互选择，最后我

们被迫将高效定义为美和自然。

很显然，自然经过很多年的进化与选

择，它是非常高效、美丽、和谐的，这其中

有很多共性，有很多不约而同的有趣的、神

奇的比例与排列规律，比如众所周知的佩波

纳契数列、黄金分割比、分形等。

将这些有趣、神奇的数列运用到创作

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了，在建筑

与工业设计还有影视传媒等领域现已被广泛

应用，我相信如果能很好地运用到雕塑创作

中，一定会很有意思。当然这种方式在雕塑

领域的运用也是存在的，不过相对传统方式

而言还是少数。我以此为兴趣点做了一些尝

试，结果如大家所看到的这3件作品。虽然

作品完成了，但由于技术、知识、工艺、体

量，还有时间、资金等的限制，并没能很好

地展示这种方式的可能性。

 

当：对于你来说，创作的难点是作品形

式的确定，还是机械部分的设计、制作？

翟：我有着强大的兴趣作为支持，技

术、设计还有工艺本该是很让人头疼的问

题，但在我这里都成了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的难点在于“想法与现实如何很好地

妥协”。如果只兼顾想法，作品一定会很难

实现，并且就算花了大价钱真的实现了，也

会显得很臃肿（这点很关键）。如果只是为

了让作品落地而对想法进行过多的妥协，作

品又会显得单调。

我认为好的作品通常是这两者的完美契

合，我在努力尝试这样做。

当：全国美展是中国美术创作的最高展

示平台，也是持续举办时间最长的国家级文

化艺术活动之一，已成为各美术门类佳作汇

聚的平台和创作的风向标。在历届全国美展

中，民族历史与社会现实，往往是创作的聚

焦点与表现母题。主题性创作与《和弦》作

品本身的关联并不大，以这样的作品参与全

国美展，最初你抱着怎样的心态和期待？

翟：我创作的初衷就是自己一直都对

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利用毕业创作的时间

将它实现。又恰逢全国美展，于是就努力尝

试去参加了，机缘巧合，有幸获得了获奖提

名。但之前我对全国美展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与关注。

国家设立全国美展的目的肯定是希望

民族的艺术文化事业能够欣欣向荣，蓬勃发

展，我认为题材的选取与作品的好坏并没有

必然的联系，只是从事此类题材创作的艺术

工作者较多，基数大，也许会让大家有一些

误解。

要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可能

是过去我们还不够强大，吃不饱、穿不暖，

大家的目光自然聚焦到在这些事物上，所以

以前大量的雕塑与纪念碑都在表达那几个主

题：我们要变强！我们要怎样变强？

现在社会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不再用“今天吃过了没”来打招呼了，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吃”以外的事情。

所以个体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放飞自我

地表现自己，才是对这个时代最好的诠释。

当：在全国美展的历史中，雕塑作品获

得金奖的数量很少，但能反映一些雕塑艺术

在中国的发展变化。比如获得第六届全国美

展金奖，由杨冬白创作的《饮水的熊》，是

一件寓具象于抽象的作品。这种过去被认为

“小品性”的唯美风格的作品获得大奖，标

志着这一类雕塑成为在新历史时期被广泛认

同的艺术风格。相信《和弦》在全国美展

的出现，也将对中国雕塑产生影响。请你

谈谈对目前国内机械动态雕塑现状的理解

和认识。

翟：当下，科学技术大爆炸，它带给艺

术表达方式无限的可能性，很多电影与游戏

中不可思议的场景与地标已经可以在现实中

实现，我相信当这些东西展现在我们面前时

必将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在这其中，雕塑

受到的影响较其他艺术形式是更明显的，因

为雕塑很大程度上受到材料的限制。比如说

最早我们创作雕塑用泥巴，后来用石头，再

后来我们用钢筋混凝土……每一次材料的革

新，都对雕塑的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

次也不例外。当然不限于机械动态雕塑，目

前，各种新兴形式比如声、光、电、信息等

与各种各样能量结合的雕塑形式都还有很多

的可能性，等待着我们去发掘与探索。而且

这类工作绝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它涉及

到很多学科，需要多方协作，共同完成。

当：请谈谈你下一步的创作计划。

翟：感谢全国美术作品展带给我各种各

样的机会，同时也带给了我莫大的自信与勇

气去继续自己的创作。本来打算靠代课赚钱

的我决定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创作中去，一大

堆震撼无比的手稿正等待着我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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