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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大学拥有悠久而良好的艺术教育传统。
早在两江师范学堂时期，时任学堂监督（校长）的李瑞清先生就提出了科学与国学、艺术相结合的办
学理念，首创图画手工科，开启了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先河。
历史地看，李瑞清先生的这一理念不仅深切博雅教育的精髓，而且暗合现代大学的精神，因此得到他
的继任者们的高度尊重和积极践行，以至成为一种风气和传统。
嗣后几十年间，胡小石、吕凤子、张大干、徐悲鸿、傅抱石等现代中国书画巨擘在这里长期任教，以
自己旺盛的艺术创作和卓越的教育实践将南京大学打造成为当时艺坛的一个重镇，并有力地推动了南
京大学以“诚”为核心的传统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这堪称现代中国艺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但令人慨叹的是，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和其他综合性大学一样，南京大学的艺术学科也被调整出
去。
这样一种好的传统就此中断。
在现代大学发展史上，很多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都强调了科学、人文与艺术三者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持南京大学的工作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接续传统、光大传统，将南京大
学建设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举措之一就是在1998年推动成立了南京大
学雕塑艺术研究所。
这大约是1952年以后在重点综合性大学中成立的第一家艺术研究机构。
成立该研究所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这块充满希望的艺术园地，吸引艺术家驻校创作，促进南京大学艺术
教育的发展，推动艺术研究的开展，营造艺术的氛围、沟通科学、人文与艺术，引领新的南京大学精
神的塑造与传播。
在南京大学这所以文理著称的高校里，艺术之花能够盛开吗？
建所之初，很多人都对此表示出了善意的怀疑。
然而，让所有人都感到神奇的是，该研究所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还获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发展：在
创作上，该所完成了多组中国历史文化人系列雕塑作品，被誉为当代中国“写意雕塑”的策源地；在
教学上，该所已经成为南京大学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而且还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在国内研
究生艺术教育界占有了一席之地；在理论研究上，该所致力于对中国雕塑艺术精神的研究，提出了不
少得到国内艺术理论界尊重的重要成果；在对外交往上，该所以艺为媒，走出去、请进来，声誉远播
欧美，成为南京大学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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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管是科学研究、人文探索，还是艺术创作，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智慧，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创
造，同样，一代人也都有一代人的局限性。
一个人要想更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智慧、更完美地实现自己的创造，就需要清醒地去认识自我与时代
。
这时，他人中肯的评论与批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这个方面，为山无疑是幸运的。
这些年来，在其成长的道路上，他不断得到国内国外各界人士热情而睿智的评论与批评。
对此，他总是能够虚心听取、潜心琢磨、勇于尝试，最终使自己比较早地获得了成熟与成功。
今天，为了配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南京大学、中国美术馆等单位联合主办
的“吴为山雕塑绘画展”，群言出版社以《诗意的塑造——吴为山艺术评论集》为题将各界人士历年
来给予为山的评论文字结集出版。
这个集子中的评论者基本上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安东尼·司顿斯、小杉三朗、熊秉明、靳尚谊、邵
大箴、张道一、范迪安等中外著名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一类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马万祺、季
羡林、金耀基、宗璞等文化名人，还有一类则是钱伟长、杨振宁等学贯文理的科学大师。
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为山艺术创作的艺术本体、文化性、社会性和历史价值进行了目光如炬的深
刻评论。
尽管这些评论者的社会背景、文化源流、审美取向等相去甚远，但他们却在几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为
山“把传统的写意与现代主义的东西结合起来”（范迪安），其艺术创作的实质是创新，“吴为山的
雕塑具有创建性”（杨振宁）；为山“发现并升华了童性，体现了人类对童年的一种真实情感”（贝
娅特丽克丝），“雕出人类真、善、美”（马万祺）；为山“为时代塑像，为文化塑像”（季茨林）
，“是可以嘱托艺术之将来的人”（小杉三朗）。
　　这个集子中相当数量的文字我以前都曾读过，但今天读来，依旧感到有收获。
希望为山以此为起点，在南京大学这块沃土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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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读吴为山的真、纯、朴第一次看见吴为山的雕塑是2000年4月，在南京大学和南京博物院。
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的多件作品。
青铜的“齐白石”，从瘦削的脸孔，到长髯，到许多皱折的长袍，捕捉了一个矍然独立的精神。
费孝通是国际知名的社会学教授。
我曾多次听过他的课与他的演讲。
吴为山的“费孝通”比真人似乎更像费孝通：开朗的面貌、幽默的谈吐和乐观的精神都刻划了出来。
“荷兰女王”是另一件我十分欣赏的作品。
通常西方艺术家很难画中国人面或塑中国人像，反之亦然。
吴为山的女王头像完全跨越了此鸿沟。
最能显示吴为山天才的是他的许多模糊形象的作品。
我猜想他善于在几分钟之内就捏造出来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
“春风”是吴为山给他的女儿塑的像，他说：“当时我生病在家，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小裙子飘起来
，小脚丫翘起来，可爱之极⋯⋯”我认为一个人心中如果没有诗意，没有淳朴的情感，作品一定不会
感人。
另一个作品“无题”是圆球形的陶塑，融合几何球型与人头，浑然一体，极好，极美。
是真、纯、朴的升华。
我一直喜欢这几个字，很高兴吴为山把它们塑了出来。
大江健三郎说小说和随笔是他文学生活的车之两轮。
我想人物塑像和即兴随指恐怕是吴为山雕塑生活的车之两轮吧。
看了吴为山的作品我为他写了几个字：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
他的发自内心的创新力从他的每一件作品都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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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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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为山以此为起点，在南京大学这块沃土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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