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的获奖提名作品

《为新中国雕塑》表现了老一辈艺术家张松鹤、萧传

玖、王临乙、滑田友、刘开渠、王丙召、曾竹韶创作人

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时的场景，背景浮雕为《八一南昌起

义》。作品采用浮雕与圆雕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以写实

的雕塑语言重塑了当年的场景，希望能够让观众了解那

一段历史并感同身受。

关键词：写实雕塑，人民英雄纪念碑，主题性创作

Abstract: The nominated sculpture of the 13th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Sculpture for New China”, shows the scenes of creating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 by the old generation artists Zhang Songhe, Xiao Chuanjiu, Wang Linyi, Hua 

Tianyou, Liu Kaiqu, Wang Bingzhao, Zeng Zhushao, and the background relief is 

“August 1 Nanchang Uprising”. This artwork combines relief with round carving 

technique, reshaping the scene of that year with realistic sculpture language to, in 

hope of making the audience understand that period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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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雕塑——李震访谈
Creating Sculpture for History—Interview with Li Zhen

李震  Li Zhen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为新中国雕塑》这件作品缘起于五年前，

当时您作为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参与中央美院

复制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项目，接触到了很

多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的资料。后来因

为创作需要，您还专门收集了相关资料。当

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故事给您留下了哪

些深刻印象？

念碑时的各种场面，我心中最初的创作欲望

被激发出来。在当时复制纪念碑的过程中，

我对面是曹春生老先生，他正在复制当年的

代表作《农奴愤》。曹先生时不时地同我们

讲起当年老先生们制作纪念碑时的各种故

事，这又恰恰丰富了我脑海中的细节。当年

制作纪念碑浮雕的老前辈们，说起来也是我

的祖师爷。虽然心里特别想做一件关于他们

的作品，但是理智告诉我，要做就要对得起

历史，对得起老前辈们。我心里又感觉担子

很重，怕担不起。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但凡

有一点与纪念碑浮雕相关的资料，我就会留

存起来进行研究学习。

时间跨越70年，从1949年全国政协第

一届会议通过建造纪念碑开始，1952年开

始动工，1956年开始制作浮雕，1958年建

成。老一辈雕塑家与纪念碑在这一时期的故

事和情缘，是那么曲折和震撼。这不由得让

我对老先生们和浮雕更加充满敬意。回想当

时，他们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为中国雕

塑，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在三尺讲台上奋斗了

一生。今天我踏着他们铺好的路，一路走

来。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真切地感受到，

今天中国雕塑艺术的蓬勃发展是多么来之不

易。当年他们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付

出鲜血的英雄们雕塑，今天我为纪念他们而

雕塑，于是就有了作品的题目——“为新中

国雕塑”。

想法是有了，但实现这一作品却困难重

重。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雕塑家们

的形像，还原到1956年制作纪念碑时的样

子。除了相貌，还包括他们的身高、性格特

点等。比如雕塑中坐在椅子上的王丙召，在

我搜集的资料中，他只有两张模糊的照片。

一张是当年浮雕制作时所拍摄的侧脸，看不

到正面的面部形象；另一张是20世纪80年代

所拍摄的照片，这让我很难得知1956年时

老先生的正面形象。我通过解剖学知识逆向

推理出他青年时期的形象，再从当年中央美

院建校时众多的合影中对比寻找，终于找到

了王丙召先生正面的模糊影像。以此后推至

1956年，并对形象具体化，才实现了现在作

品中王丙召的形象。

再比如王临乙先生。董祖怡老先生曾给我

们讲过王临乙先生一块玻璃的故事。王临乙先

生因为一块玻璃被误解了一辈子，直到去世都

不愿去辩解，我十分感动。在作品中，我希望

能够表现出王临乙先生正气的倔强劲儿。

此外，作品的翻制和组装也是一个难

点。由于翻制手段的局限性，作品不得不拆

分和切割翻制。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

翻制出来后，将它们原样拼接回来。我用电

子水平仪对每一个人物雕塑进行了定位，并

计算它们之间的相对距离及相对高度，还制

作了一张原大的平面图，在上面标注了所有

的数据。我之前有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作

品的组装会那么困难。一是浮雕的可拆卸结

构和浮雕与底台呈90度的问题，二是梯凳的

每一层高度、宽度、长度与雕塑中人物相结

合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真是让我在崩溃的边

缘徘徊，还好最后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完美

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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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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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全国美展

的意义是什么？

李：如果在世界范围来看，全国美展

或许有些特殊的地方。但以中国的美术发

展背景来看，它并无特殊性，全国美展毕竟

是主题性的展览。在国内，类似全国美展这

样的主题性展览还是很丰富的。对于全国美

展的评价，我觉得不能完全用艺术的评价体

系，而要用时代价值来评价。全国美展所面

向的不是艺术市场，而是要向国家及人民交

出一份答卷，它的导向作用更为重要。全国

美展是由文化部、文联、美协共同主办的，

而不是由普通的艺术机构主办。无规矩不成

方圆，动用了国家资源举办的像全国美展这

样的大型展览，在评选中自然会更加体现国

家意志，在弘扬主旋律与尊重艺术创作自身

规律之间找到平衡点，二者都不能放松，同

样重要。从主题上来看，第12届全国美展

的“熔铸中国气派，塑造国家形象”，到第

13届全国美展提出的“用美术形式诠释中国

梦”，又恰逢建国70周年及建党百年，积极

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坚持高水准的艺术追求、秉承高尚的道德情

操，就成了全国美展的时代特征，它的作用

是无可替代的。

李震（以下简称“李”）：这件作品的

创作机缘，要从2014年说起。那一年，我正

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师从陈科导师学习具

象写实雕塑。当时系里接到复制人民英雄纪

念碑浮雕的任务，我的导师让我负责纪念碑

浮雕中最大的一块——《胜利渡长江，解放

全中国》。

我带领几个师弟，用两个月的时间出色

地完成了复制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激

动的。我们在复制的过程中，系里组织到现

场考察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那是我有生以

来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真正触摸到这

些经典的作品。这期间，殷双喜博导还给我

们开办关于纪念碑故事的讲座，我才知道今

天纪念碑背后的故事是那么的丰富和震撼。

当时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当年建造、设计纪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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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新中国雕塑》是一件表现历史的饱含敬

意的主题性作品，请谈谈您对主题性创作的

理解。

李：我本人是研究具象写实雕塑的。

在中央美院学习期间，也是学习具象写实雕

塑的。在国内，主题性雕塑的创作很难与具

象写实雕塑分开。主题性雕塑并不是一种落

伍的艺术形式，它的创新性在于内容，形式

上的变化并没有内容上的变化明显。像全国

美展这样的主题性展览，更重要的是它的时

代特征。当代艺术如今还在不断地拓展，探

索各种可能，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共同创新成

为了当代艺术挖掘、发展的方向。而主题性

雕塑相对比较稳定，从它的发展史来看，是

能够呈线性贯穿至今的。由于当代艺术与主

题性雕塑的服务对象不同，社会作用也不相

同，如果用当代艺术的价值体系去评价以写

实为主的主题性雕塑，我认为是不妥的，反

之也是一样。中国的主题性雕塑，主要反映的

是时代风貌及特征，或者说是一种导向作用。

这与当代艺术的价值观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当：您在配合《为新中国雕塑》的作品

主题而选择作品尺寸、风格、语言等方面是

如何考虑的？

李：这件作品几乎涵盖了写实雕塑中

所有门类——浮雕、圆雕、群雕，以及肖

像研究、衣纹研究、场景雕塑。这是我做雕

塑以来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我还和学生们开

玩笑，我说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还是一个

大坑。并且明知是一个大坑，还心甘情愿

地跳进去。这件作品当时是在教室里完成

的，我白天上课，下课加班做作品。同学

们也能够过来参观学习，这让我心里感觉

踏实且欣慰。

全国美展对作品的尺寸和重量有要求，

对我来说最大的两个问题也在这里。作品中

的浮雕原作长4.75米，我得把它缩小到2米

之内，那么人物同样也得缩小到相应的尺

寸。因为重量要求低于150公斤，材质上的

选择也是一个限制。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铸

铜，然后处理成哑光硝酸银效果。在制作过

程中先翻制了树脂的材质，因为中间加了很

多钢材，树脂又做得很厚，差点超重。铸铜

的想法也就放弃了，最后还是选择了相对较

轻的树脂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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