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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彩塑艺术》从历史角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彩塑
艺术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结合大量图片分析了不同朝代彩塑作品的特点和风格，从理论上论述了传
统彩塑的造型观念、塑造方法，对彩塑艺术中的气韵、法度、形神、象意等辩证关系进行了归纳总结
。

　　书中还结合教学实践，对彩塑的制作工艺做出了详尽的阐述，展示了中国彩塑艺术课程在教学中
取得的成果，为继承传统文化艺术、丰富雕塑教学内容、推动雕塑多元化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努力。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彩塑艺术》对艺术院校学生学习中国彩塑艺术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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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胥建国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博士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中国雕塑艺术
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雕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学院雕塑》副主编
　　主讲课程
　　中国传统雕塑，中国彩塑艺术，西方雕塑史，公共性雕塑
　　研究方向
　　中西方雕塑比较研究，公共性雕塑创作与设计
　　主要著作
　　《走向新雕塑》1993年中国文联出版社
　　《精神与情感——中西雕塑的文化内涵》2003年商务印书馆
　　《中国彩塑艺术》2010年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
　　获奖作品
　　《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铸铜贴金1997年7月中央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大型标志性雕塑获国
家突出贡献奖
　　《女娲》汉白玉获“2002中国北京·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优秀作品奖
　　《众志成城》不锈钢2007年获“对话·世界——全国雕塑邀请展”一等奖
　　《羽》不锈钢2008年获“对话·沟通——主题雕塑邀请展”金奖
　　主要作品
　　《马骏胸像》铸铜1994年3米北京
　　《李准胸像》铸铜2001年3米洛阳
　　《归川情》不锈钢22米1996年北京
　　《火凤凰》不锈钢12米2000年都匀
　　《众志成城》不锈钢36米2001年秦皇岛
　　《旭日东升》不锈钢15米2006年洛阳
　　《共创未来》不锈钢21.8米2007年重庆
　　《开天辟地》不锈钢28米2009年重庆
　　《冷眼观潮》不锈钢2002年中央电视台
　　《中国加入世贸五周年纪念》锻铜2006年中央电视台
　　《海韵》、《椰风》汉白玉4米×7米1995年人民大会堂海南厅
　　《中华世纪坛——锦绣中华》（部分）汉白玉2000年8月北京
　　《天工开物》汉白玉20米×6.5米2009年北京
　　《百家姓》花岗石300米2002年大连
　　主要论文访谈
　　《意象-2000前雕塑艺术的终结》《西北美术》2000年3期
　　《雕塑与文化——中西雕塑的文化内涵》《人·生命·自然——城市建设与雕塑艺术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2001年
　　《创造当代雕塑文化促进中国艺术繁荣——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思维》《交流·融合·超
越-2002中国北京·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学术论文集》2002年
　　《打造雕塑文化品牌促进当代艺术发展》《雕塑》2002年4期
　　《打造中国当代雕塑文化》《文艺报》2002年9月26日艺术周刊2版
　　《审判城市雕塑》《北京青年报》2002年11月6日
　　《置景艺术·百家姓解析》《建筑创作》2003年7月
　　《走向繁荣再创辉煌》《2003中国长春国际雕塑大会主题论坛论文集》
　　《中国雕塑不能丢掉根》《洛阳日报》2008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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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络意象》《学院雕塑》2009年2期
　　《抽象与抽而不象》《学院雕塑》2009年3期
　　《点击传统——学院雕塑溯源》《雕塑》2010年1期
　　《起承转合推陈出新》《学院雕塑》2010年7期
　　主要活动策划
　　“99回响——中国现代雕塑33人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1999年
　　“走出巴颜克拉——李伯安作品展”1999年
　　“中国延庆·首届国际冰雕大赛”2001年
　　“中国延庆·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暨学术研讨会”2001年
　　“中国北京·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暨学术研讨会”2002年
　　“中国福州·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暨学术研讨会”2003年
　　“北京（AGI）．世界平面设计协会大会”2004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生作品展（日本）”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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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注重“善与美”的统一，强调主观人文色彩和艺术对伦理之善
的表现。
在描述客观形象时，关注对形象本质结构特征与审美意境的表现。
艺术造型不追求自然形象在具体时空下的直观形态，形象塑造不求与客观形象直观的相似。
图9—1所示佛像只有12厘米高，发似菠萝，双耳如轮，鼻梁方正，眉若苍黛；图9—2所示头像为了使
头型与平顶小冠加荷花辦形漆纱笼冠融为一体，面部有意拉长，荷花也略微夸张，都显示了对形象本
质结构特征与审美意境的追求。
 西方传统的审美意识强调“美与真”的统一，艺术造型的目的是再现客观形象。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西方的古典造型艺术在追求写实效果过程中，借助光影、透视和解剖等知识，形
成了客观观察、比例度量、写生模仿的系统性造型方法。
这也是中西方造型观念的主要区别。
 结合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共同特点和彩塑艺术的主要特色，本书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学习和研究。
 9.1 气与韵 气，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可触可视的和不可触不可视的。
 《易传》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元”是天之气，是万物开始的根据。
“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坤元”是地之气，是万物生长的依托。
 气，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宇宙的一个最基础的概念，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宋明时期发展为元气论
，其内涵包括生命运动的所有要素。
所以，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
 “元气，实在是构成一切、主宰一切的基础，也是弥漫在宇宙虚空之中、充斥于实在形体之内的连续
无穷而使万物成为相互感应、互相联系之整体的广恒无形的特殊机制。
元气生生不息，宇宙健运不绝。
” “元气分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象征周天万物，是我国古典哲学演衍元气
的逻辑形式，不仅为儒道所公认，且诸子百家多从儒道所根植的元气论中不同程度地吸取营养，滋生
本体。
” 从元气论出发，中国先人建立了宇宙起源论、生物起源论、人类起源论、文化起源论和艺术起源论
。
元气论中的辩证形象体系也为中国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模式和认识方法。
 数千年来，经过无数代人的感悟与恩辨，气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充满了灵性，如正气、邪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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