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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学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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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学一堂课

开学了，又一拨儿欢蹦乱跳的孩子经过艰苦奋斗、苦苦挣扎走

到我们教室来，看着他们焕发的精气神儿，似如饥渴的小鸟张大黄嘴

等待喂食的样子，刺激着我这老鸟作为教员的良心，真想把我所知一

切一股脑儿地道出来。但我还是宣布了第一单元“泥塑人体”的教学

要求：“短期作业，尺寸大小随便，主要是看诸位是怎样做的，我们

要知己知彼。”

几天下来，我看学生们都在急着做像一个小人儿来。和他们考

前班基础部训练时要求一样，尽量做准每一块肉，做像每一个人，但

我发现几乎每位同学都把泥人做胖了不少。我也发现他们做的泥人儿，

从各个角度看轮廓线都较准确，但这根轮廓线常是孤立的，两边的轮

廓线不能凑成一个完整的形体。体积的深度都变平了，整个泥人儿看

上去比例都不精准。长短、肥瘦、比例不准。对于造型艺术的雕塑而

言的“形”就更不清楚了。

我发现很多人的习惯是用轮廓线，各短线的角度去拼凑一个形，

而做体积则是找黑白灰的面和面的关系，亮面白的加点儿，暗面黑

的就挖点儿。这样练下去，把眼睛练碎了，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形，

看不清形和形的关系，这的确是一种画像物件的方法，但对于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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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来说就不够全面，会把一个完整的形拆散了，我发现这是在画

雕塑，而画法和塑造法是不一样的。（图 1-1 至图 1-4）

图1-3、图1-4  孤立地看轮廓, 没见完整形, 就做胖了。

图1-1、图1-2  孤立地看轮廓, 没见完整形, 就做胖了。

象有鲜明的感觉，这种训练对今后你们的艺术之路是有用的。话

说回来，我们的泥塑人体课是写生功课，当然也要求做像，做准确；

不过我们试图在习作练习里寻求一种更直接、更经济、更便捷的

塑造方法。

我们坚信，时代的变迁并不是以样式的变化来衡量的，时代

发展了，艺术规律并没变，艺术是表达个人感觉的。所以不要纠

缠在写实不写实、现代不现代的争论上，也别追究法国派、苏派

还是民族派，咱们是土造纯土派，经过几十年的运作，我们应当

有自信，掌握扎实的造型艺术基本功是美院教学的真实传统。你

们要抓紧时间学些基本功夫，我们不会教你们出新招儿，也不研

究个人的创作方向，这些你们一辈子都在做下去，不着急求成，

“大器晚成”没错。作为先生不应以比学生能看出他作品的毛病

于是开宗明义还是老生常谈了一番，我说，看你们急着做像

个小人儿，做准一块肉，其实这并不难，但不是我们教学的目的，

我们的目标是解决你们对形的认识和学会如何塑造的训练以及掌握

形和形之间有感觉的整体感训练。如盖一个好看的房子一样，把每

块造型造个完整房子的能力，也就是训练看得到形，形和形的关系

并整体地表现出来的能力。我们工作室教的是美院传统的造型基础

知识，具体地说就是不以抄像一个人为目的，而是通过做泥塑人体（或

肖像，或静物，或临摹，或默写）使你能看到形，完整的形，认识

整体中形和形的关系，也就是解决你对造型的认识。同时锻炼你对

自然、对象、感觉的敏感。提高所谓造型能力，绝非自然主义的

抄功，是塑造有血有肉的形体。因此，习作中首先要求对自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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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塑造和画法不一样

先让我们看看为什么会做胖，为什么轮廓线很准却做不出一个

完整的形。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侧面，光看后背和屁股那根线的变化，

再抄前面胸大肌到肚子那根线的变化。两根线却凑不成上身这个形，

胖了，线都对，形不对（图 2-1）。比如我们的模特儿是块儿砖头，

一块砖头有六个面，十二根轮廓线，如果我们只孤立地抄两边的轮廓

图2-1  两根轮廓线应当是中间

完整形的两个边。

图2-2  孤立地看轮廓线，好像把一个完

整的倭瓜裂开了个口子。

图 2-3  只看一根线怎样拐弯儿会把

完整形做得歪七扭八。

为能事，那是替他做，老师若能引导学生看到形，提高他的眼力，

才是对学生最好的帮助。我希望具体地与你们交换意见，你是怎

么看的，我是怎么看的；你是怎样做的，我是怎样做的，讨论出

一个较为正确的方法来。每个人也有不一样的问题，所有这一切

将在日后的功课中，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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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就可能把长方形的砖做成接近正方形（图 2-2、图 2-3）。做胸、

肚子、胳膊、腿都如此，我们常说胸就是个方箱子，骨盆是个方盒子，

不管轮廓线变化多么生动，不管各个面关系有多微妙，它们都是附在

这个“箱子”上的。我们堆泥时必须要完整地看待这个形体。当我们

会描写单边轮廓线的变化而看不到另一边轮廓线和它的关系时，这

箱子就总会做胖了，做歪了。我们应当经常退远了看看我们的习作，

如果能看见完整的箱子时，就很容易发现做胖是为什么了。做胖不

是线画错了，是没看见几条线是一个完整形的边缘，没看见这个形。

比如人体下半身塑造的时候，看到肚子和两条腿中间这“危险

三角区”的线，它不是孤立的三根线以及亮面、暗面的黑、白关系，

图2-4  卢浮宫藏《古埃及狮子头》，没有孤立的线。 图 2-5  小儿人体速写。线和面都围

绕着形走。

图2-6  卢浮宫藏乌东做的《肖

像》。线都是两个形体的交界。

图 2-7  《老舍》一书的封面浮雕。可以存在许多绘画效果的浮雕，

线和面都应和形有密切关联。

它是大腿两根圆柱子与肚子圆形三个体积交汇形成的东西，当你明

白这三块形体具体的样子和它们的关系，那这根线就跑不了了（图

2-4、图 2-5）。

再比如做眼睛，我们都画过大卫的眼，用直线、斜线及黑白灰

去造型，可以画得准，但塑起来就麻烦了。特别是做中国人的眼，看

不清眼睛上那道线是眼球和眉弓两个形体交接形成的形，如果你直接

塑造眼球眉弓两个体积的造形，那么这两个形之间夹着的那根线，不

是很清楚地摆在那儿吗？（图 2-6）。

有一次肖像课，我说教给大家头像习作上一些基本的规律性知

识，也就是脑袋、鼻子、眼睛、嘴怎样做出来，因为我看同学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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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习惯地画黑白道道造型，但往往形不准确甚而至于无形，我做眼

睛的圆球，再做眉弓和骨头有关的两块

形，再做鼻骨的梯形，都是完整形的塑造，

结果那些黑道道也自然地画出来了，它们

是这几个形的交接处。鼻子和额头交接

处的凹线，常常找不准，也因为鼻子和

额头的形没弄清楚，我们应学会看清楚

具体的形，是一个个立体的形。再直接

地把它们塑造出来，不画。塑造更直接，

和平面画法不同。（图 2-7、图 2-8）。

今天我看一位同学的习作，他做的

脖子和上半身，胸和肚子都比模特儿平了

许多。我们一块儿看真人的脖子，再看泥脖子，那“胸锁乳突肌”

的斜线明显做直了，本来是一根圆柱子样的形体作扁了，我们各自

介绍了不同的对脖子形的看法，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他是平面

看的，一个圆柱脖子，看的是平面的，两根轮廓线只是一个框框；

第二，他没看见完整的形，只是抄轮廓线，比如胸锁乳突肌，孤立

地找这根线上下角度差多少，就

把上边的线拉近了，这个脖子自

然扁了。还是个三度空间认识形

的问题，形体是有深度的，应该

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地直接塑造。

这就说到了一个形体是有深

度的问题，怎样知道这个深度呢？

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

不知道怎样把泥往上堆才能做出

体积来，他问体积的那个“度”

应当怎样掌握呢？我没急着给他

支招儿，问：你原来是怎样做这

图 2-10  如果没看见如柱子一样

的完整形，只做转折和轮廓，往往

会把体积做平。

图2-11  卢浮宫藏希腊古风时期石刻。

个“度”呢？于是他两手比划着两条腿的轮廓，说：“我要做出他

的‘度’必须到他侧面去。”他又划拉了一下侧面的轮廓。我没说

错，他真的是轮廓法，侧面看的轮廓，作为正面高度的依据。这的

确是画画的方法使然，做雕塑应当在正面就能看出它的度，也就是

图2-8  同学的课堂作业。我在

改动线和面，使其归到形上来。

图2-12  塑造形体是有深度的。

图 2-9  意大利马里尼作  头像都是体

积的语言

正面直观地看到了这一个完整形才清楚这个度，然后堆出来就是。

我把他拉过来从正面对着看看泥塑，再看看模特儿，半天，他说看

见了，我们都很高兴。画法和塑造就是不一样，形体是三度空间的，

因此“单线平涂”不行。画法常常把一根有斜度的轮廓线拉直，于是

你塑造的体积就平了（图 2-10、图 2-12、图 2-13）。画像不难，你

们都会，但抄像之法到像为止了，而塑造之法是建立在对形的完整认

识基础之上的，掌握塑造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完成空间感很强（很

准）的造型本事。雕塑是空间的艺术语言（图 2-11、图 2-14）。

我觉得用体积造型，按理说把形体的高低、起伏做准应该比画出

一个体积感很强的人体更容易，人家画家想尽办法在一张平面上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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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米开朗基罗做的美第奇家庙里的《昼》。有深度的形体。你看到点、线、面了吗？

图2-14  法国布德尔做的《赫拉克利斯》。

积表现出来，画好了不易呀。画家还

会想：你们雕塑家捏泥人儿的把泥堆

起来不就成了吗？塑造出体积感很容

易呀，你们的工具、语言就是体积啊！

（图 2-15、图 2-17）可现在好像塑造

比画更难了，常常在泥上只见点、线、

面，而形却是散的，乱的，平的，其实

难就难在我们没用体积去塑造，而是在

泥上画道道，找点、线、面的关系，以

为这就是在造型了。反了！走反了！

其实做雕塑，塑造的方法是直接

的，和蒸馒头差不多，揉一个圆体就

成了，如同塑造一个乳房，也是和做

馒头一样堆个圆形很简单，但是我们

习惯了在这个圆球造型上找点、线、

面和它们的关系。找黑白灰，明暗交界

线，找亮面、暗面、反光面，用点、线、

面去画一个形，往往这个形就给画散了，

平了，我们常常发现本来跟整个儿馒头

一样的乳房给做成“破的”，只见面、

线，却看不到那个馒头。你想，如果我

们不用点、线、面去拼凑这个馒头，而

是看清了馒头是什么样的图形，再直接

把它揉（塑造）出来，这个馒头会“破”

吗？你说这种做法是不是相反了？能直

接地造型，为何非要拆开来去拼凑？人

家不是管我们叫捏泥人儿的吗？其实塑

造就是“堆泥堆”，就是“捏泥球儿”，

直接地造型（图 2-18、图 2-19）。
图2-16  和同学一起做双人体习作。

图2-15  与同学一道练习做人体。

塑造如盖房子。



二、塑造和画法不一样塑造法十日谈 ——“泥塑人体”课程教学笔记

10 11

图2-13  米开朗基罗做的美第奇家庙里的《昼》。有深度的形体。你看到点、线、面了吗？

图2-14  法国布德尔做的《赫拉克利斯》。

积表现出来，画好了不易呀。画家还

会想：你们雕塑家捏泥人儿的把泥堆

起来不就成了吗？塑造出体积感很容

易呀，你们的工具、语言就是体积啊！

（图 2-15、图 2-17）可现在好像塑造

比画更难了，常常在泥上只见点、线、

面，而形却是散的，乱的，平的，其实

难就难在我们没用体积去塑造，而是在

泥上画道道，找点、线、面的关系，以

为这就是在造型了。反了！走反了！

其实做雕塑，塑造的方法是直接

的，和蒸馒头差不多，揉一个圆体就

成了，如同塑造一个乳房，也是和做

馒头一样堆个圆形很简单，但是我们

习惯了在这个圆球造型上找点、线、

面和它们的关系。找黑白灰，明暗交界

线，找亮面、暗面、反光面，用点、线、

面去画一个形，往往这个形就给画散了，

平了，我们常常发现本来跟整个儿馒头

一样的乳房给做成“破的”，只见面、

线，却看不到那个馒头。你想，如果我

们不用点、线、面去拼凑这个馒头，而

是看清了馒头是什么样的图形，再直接

把它揉（塑造）出来，这个馒头会“破”

吗？你说这种做法是不是相反了？能直

接地造型，为何非要拆开来去拼凑？人

家不是管我们叫捏泥人儿的吗？其实塑

造就是“堆泥堆”，就是“捏泥球儿”，

直接地造型（图 2-18、图 2-19）。
图2-16  和同学一起做双人体习作。

图2-15  与同学一道练习做人体。

塑造如盖房子。



二、塑造和画法不一样塑造法十日谈 ——“泥塑人体”课程教学笔记

12 13

图 2-17  作者和同学一起做的女人体。
图2-18  作者课堂上做的女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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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作者和同学一起做的女人体。
图2-18  作者课堂上做的女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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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塑造和画法不一样

图 2-23  揉面的方法很便捷。

图 2-22  希腊巴蒂农神殿上的《波风上的战神》，形体多完整而强烈。

一般普通百姓没学过雕塑的没有我们的毛病，小时候过年看我

妈蒸馒头，为哄我们玩，把面揉成一个圆锥体，头上放两颗绿豆做眼，

尾巴是根面条，一只老鼠出来了。再做一圆锥体，放平，用剪刀挑

一片片刺儿出来就是个刺猬，我们请她变个小人儿出来，她就揉个

球儿，点俩眼睛，捏出个鼻子，嘴那地方用筷子捅个洞，就完了（图

2-20、图 2-22、图 2-23）。

我们做雕塑是在盖房

子，不是画房子，画歪了没

关系，还“抽象”呢，盖歪

了就麻烦了，那房子就塌了。

我们做雕塑，头、颈、胸、

胳膊、腿儿的塑造就跟盖房

子、柱子、房梁一间一间地

图 2-19  约旦安曼博物馆藏古罗马陶制人体。 图 2-20  汉代舞俑。直接把形揉出来。

图 2-21  卢浮宫藏古埃及石刻残片。塑造和

画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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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5  毕加索的素描关系多严谨。

图 2-24  法国尼姆教堂建筑不管规则与否的形体，轮廓线都是跟

着形走的，不能孤立地看一两根线条。

砌筑一样，和画不一样。话说回来，不反着走，直接正常走向完整

的形体，不也得一点一点来吗？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所以说从点、线、

面入手无可非议，并不是要你非得用“揉面法”去做。正、反差在

是用点、线、面去拼凑一个形体，还是先知道这个三度空间的形体

什么样，再用点、线、面去塑造。两者是不一样的，你看古埃及人

塑造的脚丫子准吧，那形多完整，不是画出来的，是直接塑造出来的。

而我们做的脚丫子被滑田友先生称之为“泥脚”，意思是你们做的

那不是脚的形状（滑先生“形状”一词总不离口），而是一摊烂污泥。

（图 2-21、图 2-24）

有位同学在我的说教多日后的一天忍不住问我：“不叫我们用

轮廓线画，那一个形的宽窄怎么决定呢？”我大悟，这里的确存在

着两种方法，两种认识，画法和塑造法不同。首先说形，什么是形，

画一根线是直的还是弯的就是形，两个面的转折就是形，黑白灰就

是高低起伏的形，而塑造法则认为形是完整的，三度空间的，每根

线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蛋的圆圈轮廓线是这个立体的球的边，

一块砖的轮廓线不光是两根线夹角的关系，它应当是八根线的关系，

这些线都是这个完整形的一部分，它的宽窄、长短是这完整形决定的。

所以当你看见这一个完整形的时候，一根轮廓线（或一块面）的宽窄、

长短、大小都准确地肯定下来了。

塑造方法真的和画法不一样。

因之，在“泥塑人体”这个基础功课上，训练我们的眼睛能看

到完整的形太重要不过了！

备注：这儿说的画法只是现而今我国流行的所谓学院派画法，我想

历史上那些画家，他们留下的那么结实好看的素描，肯定是和我们的画法

不一样，一定是眼里有着完整的形体才一笔一画地画出来的。（图 2-25）

二、塑造和画法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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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练眼

我刚学雕塑的时候，几位老师都说我看不到形，现在看，先

生们真是说到点儿上了，看不见形怎能做得好形？真的我的一双眼

早就给练碎了。为了画像，做准一个东西，我学会了看比例，看

点、线、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只看得见轮廓线；做体积，是看

亮面、暗面的黑白关系。就是没看见完整的形，把本来自然界存在

的完整的形，用拆开来琐碎的点、线、面去拼凑，眼练歪了，雕塑

就做得平，做不好。折腾了多年总算明白了我们必须练就能看得到

形的眼力。难，但并不神秘。难还难在要痛改看单线轮廓的习惯。

形就是完整地占有三度空间的实体，简单地理解，就是“什

么样儿就是什么样”。比如看一个苹果或一个香蕉，不是看那弧线

有多弯，而是看见它就是个圆的或弯弯的棍子，要练得能一眼整个

苹果看得见，而不是光看它的边线，光看边线之间的角度。我们要

练眼力就是要学会能看见形，看见完整的形，这样一做就会做准。

比如我们做一个人头，男女老少脸型“由、甲、申、田、同”

各有不同，这个不同的形状，不是鼻子、眼睛、嘴线条的生动变化

表现出来的，不是不同的线、面、角度凑合出来的，是三度空间的方形、

圆形这些大的造型决定的。所有点、线、面都是这个形的一部分，

作者陶塑“牧归图”：人是揉面揉出来的，羊是如包饺子捏出来的。别把形体拆开了

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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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看见这个大的形，那些飘乎不定的线条就都规规矩矩地到位了，

那些生动的小东西就都跑不了。

要一眼看到形是占有三度空间的实体，完全可以一点点地用点、

线、面去做实在这个形体，这点、线、面放在哪儿，完全是你眼里

那个形，那个完整形决定的。就如同我们盖房子，那每块砖头往哪

儿砌，早在你脑袋里有了整间房的形一样。

三度空间就是说形不是平的，是有深度的，因为我们没看到三

度空间完整的形，有时只看一根轮廓线去做就把形体做平了，因此

从正面看，不是看侧面的轮廓线，从正面直接看见这个立体的完整

形体，是重要的观察方法。

这方面，祖师爷罗丹早就告诉我们了：“要做正指向你的尖端，

才有深厚感。切不要从广处着眼，而要从深处着眼……要永远把一

个平面当作是一个体积的边线看。当作向着你的一个尖端看……我

们观察（看）人体各部，并不把它看成一片或低陷或平坦的面，而

专心去表现它的体积的凹凸……”（引自傅雷译《罗丹艺术论》）

那时候我们着迷地背诵“做指向你的尖突”，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

我们总结出在塑造形体的时候，每转到一个角度，做离你最近的地

方，从深处着眼，而不是离你最远的地方——轮廓线去看。看形、

练眼神，要从正面看一个完整的形，看三维立体的形，从正面看见

深度，这个深度不要到侧面看轮廓看清它，侧面轮廓线可以检查你

正面看得准不准。我们常常把一个立体的形做平，把后面的东西拉

近，把抑扬顿挫的体积变化做直，正是习惯看轮廓线找深度，而不从

正面看，直接从正面入手所致。因此，训练我们的眼睛能从正面直

接看到每一个形体，是我们基本练习功课重要的第一步（图 3-2）。

再有，我认为怎样看见形，还应该改变一下我们竖着看轮廓的

习惯方法。

就是学会横着看具体的形，竖着画是我们学会的一种现今广为

流行的简单方法，若横着看就可以更准确地看见这个三度空间的实

体。我有一位学生，双眼中一只正常另一只视力极差，他体会到单

图3-1  罗丹博物馆藏《走路的人》——为“施洗约翰”做的人体习作。从正面做下去，

形体多有劲儿。

眼看不见深度，我想双眼正是上帝安排给我们横着看用的。所以我

常说，睁大双眼使劲看。横着看并不是要你做“剖面”的分析，横

向能看见这个形体是什么样的，不是轮廓线的形，是三度空间完整

的形。大家可以看看米开朗基罗素描人体的画法，我在佛罗伦萨美

院近看《大卫》塑像时，从下面向上仰望，无论是头、胸、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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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五千年前的中国文化《鸮鼎》陶塑。到处是“指向你的尖突”，正面看形，不抄边儿。

图 3-3  从下往上看佛罗伦萨美院里的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原作。形体的完整，形

体的深度都是横向联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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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腿，清楚地看到形体中横向的联系，每块体积都是完整的。因此，

改变竖着看形的习惯，学会横着看见完整的形，是我们练眼的又一

重要招术。（图 3-3、图 3-4、图 3-5、图 3-6）

亨利·摩尔说：“人们形盲多于色盲。”我看他是专指美院学

生而言的，照抄对象的写实方法把我们的眼弄碎了，弄得看不见形了，

然而人生下来都不是形盲，普通人看什么形就是什么形，你问小孩子

鸡蛋是什么样？他不会告诉你蛋是一个圆圈，都知道蛋是个圆球。我

们的妈妈们蒸窝头一揉就是一个“黄金塔”，年轻妈妈哄孩子吃奶说

快来吃包包，她们把乳房叫三维的包包，很不形盲。我常劝学生不妨

试试用老太婆蒸馒头的方法去塑造，揉出一个胸大肌，揉出一个圆球

眼珠子，而不是在泥上画道道，咱们看古人、民间留下来的猪、狗、

小鸟、小人儿全是揉泥球儿、搓泥条揉出来的，完全是直接地塑造。

这是看见形方法之三：揉球塑造法（图 3-7、图 3-8、图 3-9）。

要塑造好一个形体，摆脱“形盲”状态十分要紧，这就要好好

练眼，过去我们常常眯起眼看对象、看“调子”、看“整体”，能

看得见形吗？要睁开双眼，紧盯着对象看，练得一眼能从头看到脚，

图 3-6  和学生们一起做人体练习，直接做出完整的形。

图 3-5  米开朗基罗的素描。图3-4  滑田友素描。横着画形体。



三、炼眼塑造法十日谈 ——“泥塑人体”课程教学笔记

24 25

大腿，清楚地看到形体中横向的联系，每块体积都是完整的。因此，

改变竖着看形的习惯，学会横着看见完整的形，是我们练眼的又一

重要招术。（图 3-3、图 3-4、图 3-5、图 3-6）

亨利·摩尔说：“人们形盲多于色盲。”我看他是专指美院学

生而言的，照抄对象的写实方法把我们的眼弄碎了，弄得看不见形了，

然而人生下来都不是形盲，普通人看什么形就是什么形，你问小孩子

鸡蛋是什么样？他不会告诉你蛋是一个圆圈，都知道蛋是个圆球。我

们的妈妈们蒸窝头一揉就是一个“黄金塔”，年轻妈妈哄孩子吃奶说

快来吃包包，她们把乳房叫三维的包包，很不形盲。我常劝学生不妨

试试用老太婆蒸馒头的方法去塑造，揉出一个胸大肌，揉出一个圆球

眼珠子，而不是在泥上画道道，咱们看古人、民间留下来的猪、狗、

小鸟、小人儿全是揉泥球儿、搓泥条揉出来的，完全是直接地塑造。

这是看见形方法之三：揉球塑造法（图 3-7、图 3-8、图 3-9）。

要塑造好一个形体，摆脱“形盲”状态十分要紧，这就要好好

练眼，过去我们常常眯起眼看对象、看“调子”、看“整体”，能

看得见形吗？要睁开双眼，紧盯着对象看，练得一眼能从头看到脚，

图 3-6  和学生们一起做人体练习，直接做出完整的形。

图 3-5  米开朗基罗的素描。图3-4  滑田友素描。横着画形体。



三、炼眼塑造法十日谈 ——“泥塑人体”课程教学笔记

26 27

图3-7  毕加索玩儿的陶艺作品，和百姓的方法一样。

“一眼”指的不是上、下、左、右溜着看，是盯着看，练着练着，

你会看见整块结构形体而不再是点、线、面，黑、白、灰了，再练，

把眼界打开，看得越宽越好。当你练得“看得见”全体的时候，你

塑造形体就“白玩儿”了。你也会非常愉快了。这种练习很难，不

坚持到底练不出来，我看还是练练好。

在我白话了半天练眼看形体理论后，有位同学提出了个具体问

题，他说：做形的一个面到哪儿为止总是拿不准。正是！我看他的

泥塑上许多表达体积的面“犬牙交错”，不知所云。那还是在画哪！

我们所做的面不都是为了说清这个形吗？那为什么这个面走到哪儿

为止说不清呢？我想他正在改变方法，可能快成功了。因为如果用

画黑白灰平面的画法，这个面到哪儿为止就停留在平面的画面上，

不成问题，而要把一个三度空间的形塑造清楚，一个面到哪儿为止

就只有一个答案：先看见形，那面就是到这个形的边为止，也就是

这个面止步的地方还是两个形体的交界处。如果用画法他不需要追

究这个面到哪儿为止，黑白交界处便是。现在的看不清说明他的眼

睛改变了看法，从平面到立体的看了，开始塑造了，好好练眼，好

好看，就要成功了。也就是说，

我们的练习是要把你的眼光练

得更深远一些更宽广一些，不

只停留在点、线、面上，把它

们看全，看完整。当你看见了形，

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练眼是我们泥塑人体课最

为重要的课程，想想，你们从

考前班到基础部，练了多少年

抄像一物件的功夫了！在这儿

不如在咱们泥塑人体课上好好

练能看得见完整形的能力。你

想如果看不到完整的形，照抄
图3-8  课堂上塑造人体练习，学习民间揉泥球儿。



三、炼眼塑造法十日谈 ——“泥塑人体”课程教学笔记

26 27

图3-7  毕加索玩儿的陶艺作品，和百姓的方法一样。

“一眼”指的不是上、下、左、右溜着看，是盯着看，练着练着，

你会看见整块结构形体而不再是点、线、面，黑、白、灰了，再练，

把眼界打开，看得越宽越好。当你练得“看得见”全体的时候，你

塑造形体就“白玩儿”了。你也会非常愉快了。这种练习很难，不

坚持到底练不出来，我看还是练练好。

在我白话了半天练眼看形体理论后，有位同学提出了个具体问

题，他说：做形的一个面到哪儿为止总是拿不准。正是！我看他的

泥塑上许多表达体积的面“犬牙交错”，不知所云。那还是在画哪！

我们所做的面不都是为了说清这个形吗？那为什么这个面走到哪儿

为止说不清呢？我想他正在改变方法，可能快成功了。因为如果用

画黑白灰平面的画法，这个面到哪儿为止就停留在平面的画面上，

不成问题，而要把一个三度空间的形塑造清楚，一个面到哪儿为止

就只有一个答案：先看见形，那面就是到这个形的边为止，也就是

这个面止步的地方还是两个形体的交界处。如果用画法他不需要追

究这个面到哪儿为止，黑白交界处便是。现在的看不清说明他的眼

睛改变了看法，从平面到立体的看了，开始塑造了，好好练眼，好

好看，就要成功了。也就是说，

我们的练习是要把你的眼光练

得更深远一些更宽广一些，不

只停留在点、线、面上，把它

们看全，看完整。当你看见了形，

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练眼是我们泥塑人体课最

为重要的课程，想想，你们从

考前班到基础部，练了多少年

抄像一物件的功夫了！在这儿

不如在咱们泥塑人体课上好好

练能看得见完整形的能力。你

想如果看不到完整的形，照抄
图3-8  课堂上塑造人体练习，学习民间揉泥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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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了多少有点像瞎猫碰死耗子。当你练就一双能看清完整形的好眼

时，定会“多、快、好、省”地完成塑造工作，也就有了精力去把

造型的美“简化”“抽象”“强烈”地表达出来了。练出师了，将

来定会成功，你看中外那些特级大师，都是练就了一双“贼眼”的，

说才艺双全，这练眼是艺那一份儿。

图 3-9  和同学一起做的习作。

四、对形的再认识

看看人类造型艺术史的历程，特别是现代艺术的发展，我们会

发现人们对“形”的认知，是有两种不同范畴的：一种是认为忠实

于自然形态的真实再现为美。艺人们追求尽量与对象一模一样的造

型技巧。我们看西方艺术，从古希腊的《持矛者》《掷铁饼者》的

男人体到罗马时期的帝王肖像，越雕越近似真人，他们塑造了那么

多恺撒皇帝像，竟跟翻制出来的一模一样；过了中世纪，到了文艺

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科学兴起、解剖学的研究，使西方造型有了

科学依据。雕塑家写真实的本领也就越来越高了，也就确定了周思

旻老师说的“以结构解剖为科学依据”的规矩。

作为所谓“上层建筑”的绘画、雕刻，本来就有“记录”历史

的功能，记录则要求真实，因此“逼真”是对形的一种传统认识。

中国学院教学从新文化开始，其实都是用西方的这一传统认识

为指导的，做具象写实方法，几近照相式。20 世纪中叶，中国一边

倒学苏联。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钱绍武先生给我们上课时，从开头

的肖像写生到人体泥塑都很讲究解剖学知识，我们知道了人的额头

形状就是头盖骨头决定的，一个人的手腕子则是那七块腕骨的造型。

他讲，在苏联一次解剖考试，老师往桌上扔出一把腕骨，从中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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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块来请你说出它的名称来，钱先生每次都得满

分。人体泥塑作业也都得 5 分。苏联教学法还要求使

用工具测量。比如刚开始摆动作时，要用铅锤从脖

子窝垂下，量出人体重心的位置，做具体形的体积

时要用卡尺量，把对象的这块形体前、后、左、右

都量到，再在你的泥巴上做比较。这样可以准确无误，

真是很科学的。（这方法好学，可离开模特儿怎么办？

我们的手、眼若只会机械地抄，是否太被动了？）

听说苏联是跟着法国学的，我们的楷模罗丹作的《青

铜时代》就有人怀疑他是从真人身上翻下来的……

直到如今，我们的招生考试的标准仍然定在“像”上，

像人就成，也不管像谁。

画什么像什么，逼真（日本人管照相叫写真），

这就是以真实再现自然形态为目的，以达到记录历

史事实的作用之传统的对形的认识。（图 4-1）

老美院也有不这么教的，王临乙、滑田友先生

是留法归来的，他们在法国学习期间正值西方现代

艺术革命之时，给我们上人体课时他们的要求就不

一样，首先反对解剖学应用在塑造上，也不允许我

们用卡尺量。滑田友先生教学时常要求你看这个形

“像苹果还是像香蕉”？并非请你在人体上找到苹

果形还是香蕉的形，而是请你看出这段形体比如胸、

手臂整个是个什么样子的形状。滑先生说：“我所

体会的‘应物象形’就是随着原来的形象，究其状

态联想到另一种形态，也就是将其（形）特点固定

一部分和舍弃一部分，使之在效果上也就夸张得得

体和简化得得体。”他质朴地道出对形体不自然主

义的认识。也道出了现代抽象革命的理论基础。人

体课上他常指着活人模特儿说，你们看一段段的好
图 4-1  罗丹的《青铜时代》。罗丹的早期

作品还留着许多巴洛克写真的影子。
图 4-2  滑田友在法国做的女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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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真的，这儿的形体并不是教你看是胸大肌还是腹直肌的解剖

关系，也不是机械的几何形体，而是更像雄伟的山峦、坚强的岩石

或是绵绵的流水（图 4-2）。

咱中国人几千年来看惯了的雕塑形体几乎都是“不科学”的，

你们看唐代镇墓力士那圆眼，那胸、腹多么有力量，看我们传统雕

塑人体描写的肚子，我们叫它“梅花肚子”，已远离了科学解剖，

说的是形体的力量，形体的美。看看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原始时期的

《鸮鼎》（图 3-2），一块块的球状形体，雄伟有力的老鹰，若是

科学地把翅膀羽毛做清楚就没这个劲儿了。雕塑的震撼力在哪儿？

美在哪儿？是在科学的真实，还是在直观的造型美？再看我们民间

泥人张的美女，真正鸭蛋形的脸，哪儿找头骨的形状，哪儿找颧结结、

口轮匝肌？中国艺人总结出的头形分为“由、甲、申、田、同、王、

国、日、用、风”，是直观地看这头不同的形状，还带着不同意境、

性格程式的划分。是咱们不会抠局部吗？不懂结构解剖吗？我在秦

俑兵马坑里就看到过不少真实具体真人样的人头，和古希腊雕刻“巴

底隆神殿”上的马几乎一模一样的马脑袋。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对形

有不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追求，不一样的喜好，中国人是直接的（非

分析的）意象审美地看待形。这种对形的认识完全不是科学分析的，

他不光是为了再现真实的对象，还是为了表现，表现对象的形，形

体的美，形体的性格美。（图 4-3、图 4-4、图 4-5、图 4-6）

有人说西方发明了照相机，带来了艺术的现代革命，因为具象

写实的一模一样，照相比谁做得都地道。有位学生送我一本书《发

现之旅》，写伦敦自然史博物馆保存的三百年来记录了生物发现极

珍贵而栩栩如生的铅笔淡彩写生画，艺术作品的记录功能淋漓尽致，

对人们认识世界功不可没。反过来看，照相机的发明，就把这一功

能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我到欧洲看了看，发现西洋自然主义艺

术发展到文艺复兴科学了，艺术品可以更准确，这条道儿也就越走

越成了死胡同。到后来做一个真人样的美人儿手到擒来，满街的“真

人”样雕塑让艺术家看呆了，看腻了，更是不满足了。艺术家关注
图 4-3  唐代的《镇墓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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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临摹敦煌唐供养人。

图4-5  平遥双林寺明塑《阿南》。

 图 4-6  汉霍去病墓卧虎石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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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再是像不像了，而更爱那五彩斑斓的色彩，更爱那结实，有冲

击力的体积、空间变化。我在现代雕刻大家布德尔家中看到好多件

他珍藏的中世纪雕刻，有的木雕被烧焦了反而更好看。听说现代派

革命有人就是被中世纪雕刻所打动，因为那时候没有个“人”的崇

拜，雕像不对模特儿。现在人们似乎对“尽精微”的人体反感了，

更关注形体的审美价值，更关注自己感情的抒发，要“写意”了，“形

式就是内容了”，开始玩儿了。（说白了我国的艺术家自古以来就

是这么干的。）

有人说现代革命开始于“抽象”（反具象），是不是这个词翻

译错了！“抽象”应该是没有形象的语言，不应把变形算抽象；西

方造型艺术发展到抽象，我想就是提出了不是“再现”自然的另一

种对造型的认识观念。直接审美形的观念给现代雕刻的发展带来契

机。简单地理解现代艺术革命的“抽象”，就是与现实存在的不一样，

不写实，更不自然主义翻版，它冲出了以科学解剖为依据的法则。

但它是从哪儿“抽来”又“抽到哪儿去”？绝不是凭空的，我

认为其依据仍然是对形的审美感受。书法家费利冬先生在他的书论中

提出“比类取象”论，他说：“世间万物不论表现形式如何，抽取其

同象。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思

维方式。”“比类取象”可以说是造

型艺术“抽象”的理论根据。滑田

友先生不也是这样认为吗。布朗库西

说：“简单并不是艺术中的目的……

那称得上真实的并非外形，而是事物

的本质。”我们工作室今年毕业的

同学兰兰在论文中提出：“一个逼

真的复制品是最不真实的。因为‘它

只能代替原物的存在，它限制了塑

造者多重感受的参与。’”对“变”

论述的地道。现在我看周围许多没
图 4-7  亨利摩尔的《斜倚人体》 图 4-8  贾科梅第的《步履蹒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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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再是像不像了，而更爱那五彩斑斓的色彩，更爱那结实，有冲

击力的体积、空间变化。我在现代雕刻大家布德尔家中看到好多件

他珍藏的中世纪雕刻，有的木雕被烧焦了反而更好看。听说现代派

革命有人就是被中世纪雕刻所打动，因为那时候没有个“人”的崇

拜，雕像不对模特儿。现在人们似乎对“尽精微”的人体反感了，

更关注形体的审美价值，更关注自己感情的抒发，要“写意”了，“形

式就是内容了”，开始玩儿了。（说白了我国的艺术家自古以来就

是这么干的。）

有人说现代革命开始于“抽象”（反具象），是不是这个词翻

译错了！“抽象”应该是没有形象的语言，不应把变形算抽象；西

方造型艺术发展到抽象，我想就是提出了不是“再现”自然的另一

种对造型的认识观念。直接审美形的观念给现代雕刻的发展带来契

机。简单地理解现代艺术革命的“抽象”，就是与现实存在的不一样，

不写实，更不自然主义翻版，它冲出了以科学解剖为依据的法则。

但它是从哪儿“抽来”又“抽到哪儿去”？绝不是凭空的，我

认为其依据仍然是对形的审美感受。书法家费利冬先生在他的书论中

提出“比类取象”论，他说：“世间万物不论表现形式如何，抽取其

同象。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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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的夸张，冷漠的形式主义变形，脱离对现实存在的造型审美的瞎

编，不应被视为“当代”。

亨利摩尔认为，他自己只是把“形式单纯地理解为形式”。他

塑造的人体，挖的洞，都是把传统的人体美做得更集中，更强烈，更美。

贾科梅第不也是在追求形体“极少”之美吗？（图 4-7、图 4-8）

以上说的这只是两种对形的审美认识不同而已，并不存在好坏、

先进、落后之分别。是人类文明发展中对形不同认识的客观存在。

对形的两种不同认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做科学的像，

拷贝，逃不掉抄功，而追求形体的审美价值则要你跳得出来，站得

高看得远，看得到整体，明白要说的话，甚至于做到“似与不似之间”。

齐白石先生讲，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

当下人们都明白了艺术品有高低之分，雅俗之别，但不太明白什么

样的“不似”为欺世之作。我的理解，没有现实世界直观审美造型

为依据的不似，没有作者自身感受的表达，甚至“指鹿为马”的“皇

帝新衣”才是假的艺术。

真正成熟的雕塑语言并不关注表现客观形象具体之实，而

是强调体察客观对象意味之虚。是否可以说，是现实具象之升华

的表现呢？

我认为艺术不相当于科学，艺术品是热血沸腾的感觉所致，并

不是分析出来的。

再仔细看看中国传统技法教科书《芥子园画谱》，那兰草画法

的一笔、二笔、三笔的程式化，并不失写生得来的真实，而是更“抽

象”了。我们应当认真研究一下中国传统对形的认识，用以写生，

效果不一样。我们的泥塑人体课是写生课，的确是西洋来的一套，

我们教的又不全是西洋传统和当代反传统的那一套。我们的习作课

追求的不是科学解剖的肖似，而是通过对有感觉形体的塑造，锻炼

对自然美的敏感认识，解决对有感觉的形的认识，争取做到美的表现。

感觉并不神秘抽象，写生时抓住了对象在造型上的、情绪上的特点，

就是感觉。（而不是像西方革命那样一味地要从根本上与“模仿”

自然决裂。）

这里说的是对形的不同认识，在“泥塑人体”的基本练习中，两

种看法同样可以达到写真的效果。我们的泥塑人体课程注重的是第二

种，直观、意象审美地认识形可以做出真实的具象雕塑来，照样可以

做出形体更为强烈的抽象现代雕塑来。以直观审美认识造型的练习是

现代“抽象”的基础功课。（图4-9、图4-10、图4-11）

图4-9  布德尔的《女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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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滑田友留法时的作品《农夫》，并非所谓抽象处理，并非民族化，

其追求与法国当代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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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滑田友留法时的作品《农夫》，并非所谓抽象处理，并非民族化，

其追求与法国当代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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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作者的《思想者》。

五、关于整体

要说美院基础教学传统的保守，莫过于“整体”这两个字的老

生常谈。在这儿不免再啰唆几句：

听说大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讲过：自然科学家，都应当画画，

因为画画可以练习人的整体思维，从而避免机械唯物论的毛病。他

说：“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儿，

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些，活一点……”

可不是每个画画的人都具备整体的眼光的。一件好画出现不容

易，从某种技法角度说，艺术家的整体意识决定了他是否能成功，

这就是我们基本练习中“整体”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原因。

有一次我在敦煌临摹佛像，油画系的袁运生先生也在那儿考察，

我见他用整张高丽纸双勾北魏的壁画，从上角开始画，云气，飞天，

故事一个挨一个地往下画，画到纸最下端，壁画几乎一模一样地呈

现在整张纸上，没见哪个人腿长了地方不够，也没见哪个手、胳膊

短了不好看。这样从局部入手而整张画面构图不变地画下来，全靠

他练就得整体的眼睛。

整体就是一眼看到全局的技法练习。

比如我们做泥塑人体的比例，“科学”派要求用弓把（就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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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作者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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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他用整张高丽纸双勾北魏的壁画，从上角开始画，云气，飞天，

故事一个挨一个地往下画，画到纸最下端，壁画几乎一模一样地呈

现在整张纸上，没见哪个人腿长了地方不够，也没见哪个手、胳膊

短了不好看。这样从局部入手而整张画面构图不变地画下来，全靠

他练就得整体的眼睛。

整体就是一眼看到全局的技法练习。

比如我们做泥塑人体的比例，“科学”派要求用弓把（就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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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量，甚至做等大人体时，一个形体把模特儿那块地方和你做的

那部分，前、后、左、右都要量到了，照着尺寸做。这不是抄吗，

我说这是把我们的眼睛机械地练瞎了去。我们应当训练一眼看得

到全体，从小的部分看整体就是看全这个形是什么样的，而不光是

点、线、面、原寸的拼凑，照搬。再放眼看去，则要一眼看见头，

看到脚，看到完整的全局。这样，这人的中心在哪儿，头、颈、

胸、大腿各段的比例，不光是长短的比例，空间、体积的比例全在

你眼里了，能不准吗？听说达·芬奇他们平时玩儿打赌看墙上一根

线，三分之一在什么地方，谁说准谁赢，那是在练眼看整体，文艺

复兴的带头人都知道练眼，他们开创的体系并非都是机械唯物论。

整体是“关系”是“比较”。所谓一眼看得见全体，就是让你

能看得到形和形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正确地比较它们（具体的每一

块形体）在这个整体的人其中应当的地位。每个局部的大、小、多

少都是你眼看全的整体决定的。

一件好的雕塑（习作也罢）都不是面面俱到，各处都一样，或

各处都不一样，它是如歌一样有抑扬顿挫、有韵律的。这个韵律就

是整体，如果一首曲子，一会儿出一个好听的旋律，一会儿又一个，

再一个，然而互相不搭界，你能

听出什么好来吗？如我们泥塑人

体，精心地每块体积都做出来，

而孤立地互相没关系。我们常说

的局部“太跳了”，就是每个局

部都“抢眼”那就不好看了。如

果一件作品要“主题鲜明”，就

是把要说的话说清楚，也全靠你

平时整体感的训练。

有一次，我请熊秉铭先生指

导一下我的雕塑，他在我工作室盯

着一件雕塑看了足足半个钟头，留
图 5-1  作者课堂上做速写。

下三个字“要再简”。这“简”字让我琢磨了许久，当时我对艺术的

现代很不明白，正不断地求教熊先生。我猜“简”是现代的追求，“简”

的根据就是你的整体意识。滑田友先生也说：“舒服是美的要义。就

是美要简单朴素。”石涛老先生的“一画之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雕塑系最有威望的王临乙老先生，学生们都用上海话“打滴”（上

海话“大体”的发音）亲切地称呼他，因为王先生“打滴”是他的

口头禅。有一次给我们上人体课，星期二早晨他一走进教室，见我

们把鼻子、眼睛、嘴巴都做得差不多了，扭头就走，生气地说：“现

在小东西都出来了，不做大体，我不看！”我们都傻了眼。后来随

着年龄的增长，越学越觉得王先生要求的对，他自始至终地要求我

们做整体，对能“学出来”的学生帮助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泥塑人体课从“技术”角度说其实就想解决“形”和“整体”

两件事，而整体的训练则是从开头儿到毕业都要求锻炼的项目。每

件习作从第一天堆大泥到最后收拾、整理，整体都是主要的学习科目。

常常有人觉得“整体”这两个字太抽象，不具体，甚至神秘不

可理解，其实不然，当人体习作课开始上泥，各类教材都要求把人

体各部分，头、胸、肚子、四肢空间关系摆对，做“动态、比例、

重心”，如何能很好地完成教学要求呢？前面说过了，有用工具测

量的，有用轮廓线找的，也有用泥堆的，不管用什么方法，如果是

一个个局部去看的，一根根轮廓线去找的，往往会出错。这时候你

要跳出来，远远地从头一眼看到脚，如果你看到了全局，比例，动作，

空间关系就好安排了。再比如做比例，应该不光是平面的长短、宽窄，

重要的是空间的体积的比例关系，如果光量长短、大小，光孤立地

看单根轮廓线是不行的，会出错，如果你学会了看整体，并且是一

眼从头看到脚地看整体，那么哪儿不合适你一下子就发现了。一个

人体的动作也如此，一个动作无非是头、胸、骨盆、双腿怎样的关

系坐落在脚丫子上。如果你单看头和脖子怎么扭的，甚至只看左边

那根轮廓线怎么拐弯的，而不管它和右边那根线是一个东西的两边，

做出来必然“歪七扭八”，不成样子，只有放眼看整体，一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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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刃而解。

往下做，做到后来一块块骨头肉都做出来了，好像做完了，此

时当你拉开来看看整体的时候，可能会发觉许多小东西白做了。有

位同学做头部的五官，全真切地做出来了，而且每件感觉都不错，

我们站远处看了一下，原来对象的头是长的，他给做成方的了，当

你把方头改成长头时，那每个局部都变了位，鼻子、眼睛、嘴起码

两处要拆了重做。那些小东西不是白干了吗？要找回整体，它们都

太多余了。因此要从第一天起做整体，

一直要求自己做整体练习到完成的最后

一天，练我们整体看事物的眼睛，下决

心苦练下去。

我们把做泥塑人体看作盖房子，腿

是柱子，头、胸、屁股是房间，我们的

工作就是把这些建筑构件，组合成完美

的大房子，要完美就必须整体的眼光看

他们的关系。它们是统一的，完整的，

整个儿一件事。假如我们把一个人的眼

睛或胸大肌比作房子的门窗，如果你这

房间没盖好，往哪儿上窗户呢？如果一

个坡屋顶还没成形，你光顾得摆弄那些

好看的瓦、瓦当，你一撒手，那些小东

西哗啦啦全掉地下了，白搭。建筑是空

间关系的整体艺术，先盖房，再装修，

用在我们泥塑人体课上很实际。记住：

先盖房再装修，就是我们的口头禅先整体

后局部！整体和局部必须调整好，关键

在整体眼睛的训练。整体的眼练出来了，

你就可以发挥了，写实可以，抽象也可以，

立体派也好，结构主义也好，一切都以

图 5-2  被苏联批判为形式主义者的玛特维也夫的

作品《十月革命》 他说雕塑重在砌筑性。我翻译为

雕塑就是盖房子。

整体认识形为基础。

有一件事要提一下，整体并不是简单化处理，不是不要局部就

整体了。有位同学在泥塑上不敢做出局部的形体变化，他说怕破坏

了整体。其实不然，整体和局部就如同一个建筑体上门窗和房间的

关系一样。窗户不能离开房子的墙面，也不能把墙全抹平不留门户

就整体了。好比现今市面上流行的所谓“写意”说法，似乎手法噼

里啪啦，没有局部的处理就是写意了，难道工笔就不写意了吗？因此，

全面理解整体，很好地掌握整体意识非常重要。

古人有“庖丁解牛，目有全牛”之说，高级屠夫都明白整体感

的观察方法的重要，何况咱们学艺的人。我们做人体泥塑不应以把

每个局部做清楚为能事，做好每块肉并不难，就跟我们学会拍块砖

头并不难一样，难在把每块砖盖成一栋好房子，不塌，还要好看。（图

5-2、图 5-3）

图5-3  落水山庄  我们发现建筑之美全在一眼整体看到的, 而不单是门窗砖瓦小东西多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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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建筑家都在追求雕塑感，玩儿雕塑形体的空间关系。我

们做泥人儿的倒应该研究一下建筑感。苏联有位雕刻家马特维耶夫

用三个男人体做红军纪念碑，他做人体强调“砌筑性”，说白了就

是盖房子，就是追求建筑感。那人体的力量就出在这“建筑”上。

建筑感是雕塑整体的艺术性，比如咱们看什么样的建筑都是整

体着眼去看的，看南方飞檐的轻巧，还是皇宫庑殿的雄伟，都不是

孤立地看屋檐、看廊柱看出来的，都是一眼整体看到的。我想建筑

感应当是整体的空间关系。我们的泥塑人体课不妨好好研究一下它

（图 5-5）。

图 5-4  Marni 马

图 5-5    巴黎拉·德芳斯广场“通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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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绝招儿

头年我又到欧洲转了转，不光玩儿，也到德、法两国美术学院

看看，主要想看看他们现在怎样上课。好些个和学院有关的艺术家

朋友都回答给我几乎相同的话：“我们现在又画具体的东西了。”“但，

教授没有了。”是的，他们现代革命可比咱们长远多了。我们“破四旧”

也就那么几十年，不过“教授”也快没了。我想，应当把我知道的

一些老师的“绝招儿”记下来，这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我有幸跟着滑田友先生学习三年，他教我们做头像，做人体。

开头做头像，我们给他准备好架子、泥条，请他示范给我们看。滑

先生上来先观看模特儿良久，然后对着模特儿的正面，用泥做出左、

右、侧面的两根线，转一个正侧面，又是左右两根线，再两个 3/4

面的四根线，这样八根线做出了这人体很精准的形象，然后在每个

角度做离他最近的泥点，很快就完成了这个人头的塑造，特像！我

惊喜这方法挺合我们的心思，我们不是一直只会抄轮廓线做像吗？

再看看、再想想，还是不一样，我们做的轮廓线，左、右两根

基本上没关系，滑先生做的线两边正好卡在中间那个“苹果”形体

上，他做着，我们就看见这个形体了，的确，那线只是完整形的边

缘。滑先生说他在法国学习多年，仔细地研究了古代希腊的名作《米

作者的“太行山上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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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的维纳斯》，发现那人体上明摆着八根线，是各个角度形体的边

缘线，用八根线塑造，可以如提纲挈领快速、精准地造型。这八根

线是滑先生总结出的西洋造型方法，也是他中国文化用线修养所致，

他常跟我说这叫“一笔螳螂肚，二笔丹凤眼，三笔意到笔不到。”

这是中国画基础教科书开头就总结出的高深道理。他活学活用了西

洋学业。有人说他是民族化，我说他是化了西洋。

图 6-1  我模仿滑田友先生塑造法从八根线入手的作业

图 6-2  滑田友的男人体《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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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跟我说这叫“一笔螳螂肚，二笔丹凤眼，三笔意到笔不到。”

这是中国画基础教科书开头就总结出的高深道理。他活学活用了西

洋学业。有人说他是民族化，我说他是化了西洋。

图 6-1  我模仿滑田友先生塑造法从八根线入手的作业

图 6-2  滑田友的男人体《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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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课的时候，他也用八根线塑造法写生，他还老跟我们说：“你

们看这一段段的好风景。”后来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人

拿来说“法奴”滑田友这是对模特儿工人阶级的污辱，其实先生完

全不是把肚皮当风景来逛，而是启发我们感觉到那如山峦起伏或似

小桥流水的韵律美。他是教我们在一个肌肉、骨头纵横交错着的自

然人体上看出具体、直观、有审美意味的形体来。（图 6-2）

滑先生在法国穷困不潦倒，玩儿命钻研西洋泥塑人体雕刻技法，

他说在法国美院七年，老师只说了六个字，“建筑、建筑、建筑。”

何谓建筑呢？滑先生的研究结果就不那么神秘而

十分直截了当。他说：一件雕塑如同串糖葫芦，

每个红果都被一根竹竿穿起来成了一个造型，

天津人管糖葫芦叫糖堆儿，直译为把许多糖果

堆在那儿，若没了当中的竹竿儿这葫芦就散了架

了。在我们泥塑人体里，无数美丽形体都挂在一

个无形竹竿上，使你的作品如建筑一样立得住。

滑先生说这也如同铺石子路，如果你还没平

整了道路就去摆弄那些多彩的石头子儿。那这路

肯定没法走车，做雕塑也是这回事。

在雕塑里要找这根竹竿，找这个路。有了这

个直的东西，各个局部形体都有了依靠，那人就

站住了。有句行话说“形体要结实”。结实主要

靠形体要完整，再有从整体处理来看，就是里面

要有直的东西联系着，外面有直的东西箍着，我

的同学孙增礼体会为“麻袋装满土豆”，麻袋就

可以理解为外面“直的东西”。

当然这竹竿和“直”的东西，不应理解是笔

直的直，这直的东西就是人体里无形的柱子，挂

件（肉什么的）用的，具体到人体泥塑的表面，

也可以指的是“低点的联系”，要在全身上下的

低点，看到那无形的柱子。（图 6-3）
图 6-3  布德尔的纪念碑习作稿《男人

体》，串糖葫芦的效果，结实的石子路。 图 6-4  滑田友的《女人体》。

滑先生在法国学习时很清苦，有一次因饭吃不饱晕倒在街头树

底下的草地上，待他醒过来睁眼一看，头上的树枝、树叶特别好看

地编织在一起，好似有根线贯穿其中，他特高兴地总结：在泥塑人

体之中，叫“编筐”，每根横着的斜着的竹篾都有联系的，把一个

完整形编出来。把各个形体串联起来，可以把形体塑造得结实饱满。

上课的时候，他教我们从脚后跟看到脚脖子，看到肚子再看到脖子，

找到贯穿的关系。那就是糖葫芦的竹竿，就是石子路直的东西，也

是编筐的竹篾。有人攻击他说他太装饰性，那时代其实是说他去搞

形式主义，滑先生的塑造法绝不仅仅局限在形式上，他特注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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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我倒觉得专搞装饰性的工艺家，若能明白他的造型道理可

就好了。而工艺品和艺术品之原则只有一点点，就在一点形式和感

觉上。（图 6-4）

他常说，一件好的雕塑要“贯气”。我体会，人活精气神，人

活一口气，“红、光、亮”有挺拔之气，垂死的人有瘫软的气。滑

先生教导我们说：“好好体会‘气韵生动’是怎么回事。”苦读于

法国的滑田友先生，学得绝招儿都是西洋传统来的，滑先生和王临

乙先生在法学习期间正值现代艺术革命方兴未艾之时，看他们的作

品和当时法国雕刻家马约尔、德斯匹欧、动物雕刻家蓬蓬很近似的

地方就是追求自己的感觉的体现，而手法则是想办法和自然状态的

不一模一样，现时人称之为抽象。他们追求的是和当时法国艺术现

图 6-5  法国动物雕刻家蓬蓬的作品。

代革命同步的，并非民族化。滑先生说的气韵生动就是做雕塑的感

觉和整体意义，这些都是西方现代革命的主旨。他们学得了，并带

到中国现代雕塑教学，这些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继承的遗产。不

必轻易放弃、革新、打倒。

我曾在罗丹家里看见他早期做工艺品时的作品 , 有点锁碎不够

整体，可能是没有摆脱抄自然的道理。滑田友、王临乙和罗丹那几

位高徒当时正在做冲出自然主义束缚的革命工作。

我十分敬重滑先生，也自认为学得了他的这些招数。现在在课

堂，每当我应酬不下去的时候，总把这些传家宝拿出来讲给后生们听，

有点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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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间有限，同学们要练习得很多，不得已没按大纲的规定，

留了课外作业。头一个作业是人物创作，把自己喜欢的或熟悉的想

表现的人，用自己的方法表现出来，时间五周，课外也打分儿——

在第六周办个展览。

我写了个展览前言如下：

我自愧不知如何教创作，艺术创作不是个人思想感情的抒发

吗？我怎能用自己的设计去辅导学生的创作激情呢，更不明白怎样

给学生指明一条适合他自己的“方向”来。每个人的感受、喜好与

时俱进，现在就让我把它拴在一根筋上恐怕不妥。

由此，我们安排了这个课外作业，请同学们把自己喜欢的、想

表现的人物表达出来，权当创作课。

在辅导过程中，我主要是和学生商量看怎样能把他要说的话说

清楚，有的同学考虑更多的是材料或形式语言，我觉得只要能有话

要说（特喜欢的），又能把这话体现清楚那是太好了，但如果单从

形式出发的求新发明则有违所谓“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位同

古希腊“男青年”：绝招儿是饱含传统的新招儿。新不是空前绝后，我们要珍重这“文

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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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开始想用枯树叶做人，表达一种朦胧萧瑟感，我不太明白，只是

把上边那些话又重复了一番。后来他做了一个少女头像，真挺朦胧。

我说把你的树叶贴上去多好哇，更朦胧了……展览时没见树叶，还

是石膏的，我思索可能我完全没有理解他的思路，也许我是在拉后腿。

以枯树叶之朦胧给他的审美刺激，做成了这件头像，不是挺好挺正

常的创作方法吗？若按我的建议去贴树叶子，不正中了找新花招儿

的流行病毒了吗？在搞创作这件事上似乎没有先生后生的前后之分，

我更不清楚创作该怎么教了。

这课外作业还有一个要求是：不是照照片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习

作式的东西，这课外作业不是课堂习作的补充练习，可以理解为两

码事，记得李可染先生说过：“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

气打出来。”我觉得这很清楚地解释了创作和习作的关系。

最近看了几位毕业以后自由艺术家的作品，有的木雕作品开头

技术生疏时的创作生龙活虎，到后来技术熟练的时候一做就想到做

像“回归习作”了。我自己实践中也有这样的时候，我用手撩石膏

直接塑造，号称“指墨”，开头手生得很，但许多“偶然”的效果

挺有味儿，后来熟了，一上手就觉得鼻子不像，嘴比例失调，这个

那个追求真实去了。那基础知识的绊脚石就来了。这时候我需要狗

血淋头跳出来，回到自己的感觉去。“打出来”不容易，首先打到

哪儿你自己要心里有数，这就是你的感觉，你要说的话，你觉得哪

儿美要清楚。（图 7-1）

而偶然出现的效果是掌握了扎实基础知识自然而至的，偶然是

你的感觉，“必然”则是规律性知识的掌握。你看毕加索能随心所

欲地“胡画”“乱变”，你再看看他早期的素描，那么整体，那么强悍，

谁比得过。

我有位学生在毕业论文中提出：“每天对着模特儿做人体，成
图 7-1  作者参展的课外作业《鲁迅》。

为当代艺术实践的绊脚石。”这个论点震动了我，反思我们的教学，

光顾得造型了，光说技术了，有违我们的艺术主张，习作和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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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作者参展的课外作业《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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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没有解决好。

创作让学生为难，常说不知道做什么，我也常说创作难，特别

是关在教室里上课的阶段。创作需要灵感，课外作业敦促你把现实

世界形形色色给你灵感的刺激，抓住并表现出来。而反过来关在教

室里的习作课我们要想法让学生不致麻木。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强

调注意对对象的感觉太重要了。写实的习作练习不能停留在具体真

实的物理存在表达能力上。而自然是有血有肉的，形体是有感觉的。

看着对象，不能只看肌肉、骨头、点、线、面、体积，你要感受到

它的美丽所在，这感觉不只是对象情绪性格不同，形和形之间结构、

空间的美，或者黑白关系，几块颜色之美，甚至你根本说不出所以

然的那个劲儿。能够发现它并努力表达出来，这正是我们从艺之人

的本领训练，也可以说是创作练习。有了对模特儿的敏锐感受，又

学会表现出来的方法，你就有了对活生生现实的灵感，它会不断出现，

还发愁不会创作吗？

俄国雕塑家柯年科夫说：“当音乐家拉赫马尼诺夫给我摆模特

儿时，他的旋律帮我完成了伟大音乐家的肖像。”我们做习作的时

候，真应该像他一样多感受一下形体表面以外的东西。最近又看了

一遍费城博物馆的藏品，许多印象派杰作都在它那儿，其中有一张

Renoir的The Luncheon 好看极了，我并没有注意它光和色彩的表现，

两个人严肃地谈着生活要事那个劲头儿，强烈地感染着我，大师的

感觉真好。艺术家感觉的培养，光课堂上抓是不够的，感觉甚至会

被技法所泯灭。这就要求我们在课外多多地练习，去观察，去体味，

并想办法去表现。

我在每单元习作开始时，都请同学们画速写，不是请他们画像，

画准这个人儿，更不是复习考试方法，我觉得画速写可以把你的感觉

更单纯鲜明地抓住，我也希望大家课下多画速写，把你平时喜欢的东
图 7-2  走到哪儿画到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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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记录下来，我觉得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多画速写是向这位老师学习

的大好机会。因此我们工作室留下又一个课外作业：画速写。（图7-2）

教学中要不断提醒注意感觉，我说，没感觉时不如出去走走。

对象不一样，每个人的感觉也不一样，有的人更敏感，我们说感觉

好，其实是才能，我不能强求每一个人的才能出众，但可以启发

他，挖掘他的潜力，我想一个好的教员可以把感觉较迟钝的培养得

更敏锐，不好的教员只教他抠技术，会把挺有才能的孩子磨圆。

有一天下了课，吃完饭，几位同学和我一起闲聊，其实说的还

都是堂上作业的事，其中有一位版画系硕士毕业生在我们班蹭课，

和同学们都混得很熟，席间他对一位女生说：“我观察你多时了，

发现你缺少一种爱。”这孩子听了眼圈红了，我也觉得她平时挺关

心别人的，只要我去上课，她总会给我泡一大杯好茶。我说你们挺

忙，别客气了，她说在家我也这样侍候爷爷。怎么说她没有爱呢？

她觉得委屈，动了脑筋思索。我也想了许久，后来我明白了，他指

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更不是性爱，而是对现实生活、对艺术

的一种热情，一种感觉，一种爱。反过来说就是现实世界能引起你

激动的感觉多少。这“被激动”的感觉就是爱，就是创作的灵感源。

她平时也挺用功，总想做好，我觉得更多的是技术上的做好，而少

一种爱，就是我们常说的感觉，做艺术的要有这种感觉，是热的，

不是冷的。

有一次，牟老师摆了一个小个子中年男子手持“板儿砖”的动作，

那玩儿命的劲头儿十足，我做了一个“示范”，我发现他真是从脚

跟到头顶有股气顶着呢，而每块筋肉紧绷、突起，是条汉子。（图7-3）

还有一次王老师上课，摆动作时，这位胖女模特儿站了半天也不舒服，

后来她坐下了，那大块体积真是动人，我也做了个“示范”。我觉

得她那大块饱满的体积真美，让我激动。我说，不是技术比你们高

七、课外作业

图 7-3  作者的示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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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大言不惭地说，我感觉做得比你们好，起码每件人体都不一样。

而感觉这玩意儿一点也不神秘，只要在习作基本练习上努力追求表

达自己感觉就好了，一辈子都有用，我们搞艺术的，不就是要表达

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感觉吗？我们一定要训练自己有这种敏感的爱。

图 7-4  作者的示范作品。

泥塑人体课练习给你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图 7-4）

在基本练习课程上，常有几种不同的表现，有的人把模特儿做得

很鲜明生动；有的人则做得与模特儿有一段距离，但看得出他是在追

求一种表现；或像某大师的造型；或一种变形的追求。我觉得一个艺

术家必须有他自己的主观。而做习作训练时，主观应该是从客观来的，

我常说模特儿是你们最好的老师。对象给你的感觉是主观的源泉，而

主观地认为什么样的为好，离开对象去追求它，是否有点形式主义？

对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没有一点好处，主观感受都是客观实在、自然

地激发给你的，不要像一位德国哲人说的：“让别人在你脑袋里跑马。”

在这里一味地强调感觉，我似乎把课外作业排在课堂上了。的确，感

觉的培养和训练，真是艺术学子每时每刻要做的事。

我把创作课安排在课外，也不光是因为课堂时间太少。自从美

院从城里搬出来以后，我就常常觉得学生们可怜了，在老美院，离

美术馆、故宫多近！书店、音乐厅、首都剧场也不远，市井文化举

目皆是。学生们当然不能每天看展览、看戏听音乐，但这所谓的“文

化氛围”对于一个艺术学徒，文化修养实在是太重要了，毛泽东说

过艺术存在着“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这

一切都和搞艺术之人的修养关系很大，修养不是自己读书学得到的，

那么我们试着在课外活动的“摸爬滚打”里找到灵感，进而创作吧。

（图 7-5）

七、课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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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家乡的河、绘画、风景都不应和泥塑人体对立起来。

八、默写、临摹课和示范

叫我们整天盯着模特儿看，还要看见形体；叫我们整天对着模

特儿堆泥，还要做像做生动。说不好听的有时如同受刑罚，还没什

么好结果。所以我常教唆同学做没劲了就出去转转，我不按教务处

规定考勤，罚你们。因为咱们是在学艺术，又不是小学生。

咱们中国画家有一句话：“走遍群山打

腹稿”。我也试着练过，开头乱七八糟，后

来好一点儿，觉得背着画可以把想画的更简

洁。有一次画大山，夕阳的血红和背阳的蓝

光强烈极了，也好看，但那蓝颜色往哪儿摆

总没谱，再上山，看清了那红的蓝的是山脊

和山沟的关系，原来我没看见大山的形状，

于是我好好地记住了那山的造型，回来就好

画了。默写可以记住完整的形。有一回我做

我那可爱小狗的写生，从搭架子开始就跟做

解剖似地追求准确，由于狗比人生多了，做

了半天总觉得散，不对劲儿。干脆不照着它

做了，使劲看，看它身段、形状，然后默写，图 8-1  作者临摹平遥双林寺的《韦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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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原来默写这工作把完整形弄清楚了。

课堂上几乎没时间再安排默写课了，我就

鼓励同学们下午背着做这件习作，把对着模特

儿看到的默塑一下，可能与写生比很不顺手，

第二天再看模特儿，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如

此”，接着“默”！你对形的完整、整体的认

识会大大地提高一步。（图 8-2）

我们泥塑人体课还安排临摹课，上课临西

洋古代石膏，下乡临中国传统造像，先人总结

出的造型规律，塑造方法，对我们的写生课很

有帮助。我发现临摹的时候，眼睛往往能睁得开，

看得见一个完整的形，比如做肚子，写生时被

那么多生动的起伏弄得眼花，可到了古希腊人

体面前一看，人家都给你归纳得清清楚楚，好

好的了。临摹课是有用的，和咱中国书法的读帖、

临帖是一样的。“别人嚼过的馍”是有味儿的。

（图 8-3、图 8-4）

美院在教学中，教师要不要动手动学生的

作业，一直有争议。人云：“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非君子也，我主张动手，或改学生的作业，

或“示范”地做一个。重要的是：第一不是替

学生改，替学生看，替学生做；第二要看在什

么时间出手。

老师总能发现学生的毛病，要不怎么叫先

生呢，但不是告诉他这儿大了，那儿短了为止。

这等于你替他看对象。点到了，不为止，应当

让学生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这时候，我常

和同学商量，问他在做什么，怎样看的。然后

请他看模特儿这块是这样吗？看不清楚还是差

图 8-2  作者课后做的默写，下午默

写上午功课可以帮你认识，记住具体

完整的形以及对象的感觉。

图 8-3  古希腊的《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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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作者课堂作业男人体

不多？这时候我就问我动手破坏了你的作业可以吗？若同意，我就

着手把我是怎么看的，怎么说的，横着看呀，完整形啊等等，在这

儿来一遍，往往有好结果，学生会高兴地说他这回“看见了”。我

当然也高兴，但往往下次看毛病又来了，我问怎么回事，答案是“你

来了我就看见了，你走了我又看不见了”。我说：“自然，俗话讲

我干饭还比你多吃几碗呢，这得练！”没关系，慢慢来，本来这修

行就不是着急的事儿。

因此，我在一个习作的中间偏后阶段（不在这单元一开始），

和同学一块儿做一个，权当示范，但不是请他们学我怎样挠泥巴的

手法（有人总结司徒方法是刀削面，我们工作室是“挠挠”），我

是想告诉学生这儿我是怎么看的，怎么做的，而你们在这儿是怎么

做的，怎么看的。做肚子的时候，我就把某某叫过来，问他你那儿

对还是我的对，做另一块的时候，再把我改过的另一位请来讨论，

几乎每个地方，整体处理都有所指，我想这个工作对同学可能有所

帮助（图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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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与同学一起做的女人体。

九、毕业设计

到了临毕业这一年，同学们都显得特别兴奋，每个人都憋着劲

儿要表现一番。

雕塑系为毕业创作出了书，我为第一工作室这一章写了句话，

我这样说：

“我们怀着满意的心情，又送出门这一帮可爱的学生。这里展

示的作品首先总结了他们学到的造型艺术的基础知识。多彩的作品

表现了他们的喜好，不管是石膏做的，还是麻布缝的；不管是彩色

皮子塑造的，还是金属焊接的，都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造

型美的发现。我们且不必考究‘写实’还是‘当代’，如果孩子们

在这儿的几年学会了点儿在今后漫长的艺术之路上迈开脚步走下去

的功夫，我们应当感到愉悦。”

这几年雕塑系的毕业创作越来越红火，不少作品被抢购，有的

卖到几十万。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同学们都知道什么样好卖，什

么样新潮，我的想法与此不同，有句“人为财死”的老话一直影响着我，

我觉得不能以“卖相”为创作指导原则。但考虑到即将走向生活需

要糊口的学生们，应该练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心里矛盾重重。

学术界艺术的现代革命已经多年了，听说西方人以“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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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苏凌志的作品《洗澡》。

图9-1  王明泽的作品《倔婆婆》。 图 9-2  王亭亭的作品《多米诺》。

图 9-4  王伟的作品《葺木》。

哲学为指导，凡新就好，我觉得这是否太形式主义

了？我觉得再发展一万年下去艺术规律也是不会变

的，那就是艺术只是表达艺术家个人对自然的感悟

的东西。艺术和政治应当是两码事，20 世纪的政治

是“二为”，那时代创作倒好搞，有个题目就行了。

现今一些人追求的是功、名、利、禄的高攀。以如

此政治目的搞的艺术流行于市，新倒是新，好吗？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如果我以种菜为生，

今天看土豆儿好卖，我种土豆儿，秋天看萝卜养生，

有人抢，就改种萝卜，甚至当时又见白菜涨价了拔

了萝卜种白菜，这行为无可厚非。可我们是搞艺术

的，如果看买家的眼色行事，照着买主的行市要求

说话，和自己的心思相违背地说假话也不难过，甚至做一批“皇帝的

新衣”欺骗人民，这还叫艺术吗？我们不去做自欺欺人的事。

还听说西方教学早已不要传统基础知识的传承，而是给学生找

出一个适合他的风格路子来，这就奇怪了，一个人的感觉是不断变化

着的，怎能把他一时一地的表达方式卡在他一生之路上呢？

我觉得一个人他生活在当代，享受着当代的酸、甜、苦、辣，

如果他是真诚的，他的作品必是当代的，现代并非是在屋里想出一个

新招儿来。“当代”更不在乎样式的变迁。有人总在评判什么样式是

现代的，什么样式不当代，这是否远离开了学术探讨而太政治化了？

我想，跟着感觉走是对的，如是，则不择手段，出来的样式，

风格连自己也想不到，为出新风格而冥思苦想真是冤枉啊！若出了

新风就抱住不放，作什么都这么着，就真叫“故步自封”了。

现而今叫多元化，白话说就是怎么干都行，我想干法不同并不

决定效果怎样，实际上搞创作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有一次，一位学生问我：“创作里要把我对世界的感悟加进去

吗？”我不明白，创作不就是做你对周围世界的感悟吗？怎么有个

加不加进去的问题呢？想了想发现我们对“感悟”这个词的理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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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我所理解的

感悟，就是我对世间万

事万物的感性认识，或

者简单地说好看，美的

东西感动了我。他指的

应该是更加深奥的观

念，更抽象的哲学概念，

他所指的不是加进去，

是从概念出发去创作的

方法。

还有一条路是做自己喜欢的，这是无目的的，可遇而不可求的，

跟着感觉走，走到哪儿也没法设定的。

“自己喜欢的”可以说是外界对自己的刺激，引起的激动，也

可理解为灵感来源，它来自何方？首先我觉得不是想出来的，比如

我想做一个伟大的人，或想做一个禅意。如何把这些思想变为创作，

就得再找一些具体的形式、招数。这似乎不是造型艺术的创作方法。

我们是把现实世界对我的刺激：人物形象也好，形体的变化也好，

以至于体积关系、材料本身的美感，想办法表现出来。

一次，我看到一张二胡演奏家阿炳的照片，他戴的一副墨镜竟

然只挂在一只眼上，另一镜片斜耷拉在远离眼睛的鼻孔旁边。因为

他是瞎子，看不到，但正是这个形象，让我看见他瞎了的双眼的眼神，

很贵族，特动人，专注于拉琴，这灵感刺激着我做了个阿炳肖像创

作。后来看到一篇写阿炳的文章，提到他看到的阿炳雕塑，风里雨

里的一位沧桑卖艺人。要把阿炳说成是控诉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代言

人，过去创作都是这么搞的。但百姓不认可，说那不是阿炳。我想

可能是所谓纪念性的思想概念，思虑过多所致。没有好坏之别，只

是创作方法不一样罢了。我有位朋友想为王阳明造像，怎样做才好

呢？我们讨论起来，他说想创作一个鲜明形象，可没有照片怎么办？

我说当你想做王阳明时，就在现实生活里寻找，找一位精神气质你觉

图 9-5  刘涵的作品《宿舍》。

图9-6  作者创作的《瞎子阿炳》。

得都像他的人，以此为基础去创作，应该是做任务的方法，如果在你

看他书时，突然脑袋里出现了一个形象，这形象似曾相识，刺激着你

去创作他的肖像，有这股热情就和作任务不一样了。我觉得艺术创作

在“想做”的“想”上，这个想是来自你现实生活一个具体形象的刺

激，还是概念的理性认识，还是任务的要求？完全不一样。第三种需

要培养感情的，第二种不是造型艺术的思路，只有具体形象直观审美

的刺激才能出现生动的好东西。包括各种现代主义好东西的出现都是

如此。创作方法不一样。我说搞创作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图9-6）

那到底叫学生怎么办呢？随便！说这话有点儿不负责任，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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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我所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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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我没有老师样儿。什么样的老师更负责任呢？前

不久，在一位朋友家看他家孩子正在跟着家教学画，

画得挺好看，又像马蒂斯。我问大人为什么要请家教

这样教？答曰孩子不会画呀。我想什么叫会画呢？是

素描画准的技巧吗？是像老干部那样学会画梅花、葡

萄珠儿就会画了吗？是能画像马蒂斯、毕加索就会画

了吗？凡·高苦于自己没进过学院学会画，他不会画

吗？美丽的阳光、强烈的色彩教他努力画！人常说某

某的画好，充满童趣。孩子们自发的画儿生动自然地

反映出他们的感觉，那时他们是“无法有天的”，没

有方法却有天份。我们教育的误区就是把天份的童趣

用技术磨光，小学教材就规定画素描，结果会抄了，感觉没了，还

以为画像一个东西才是艺术，毁了前程，应了小时聪明大时必然胡

涂这句老话。后来我劝那位朋友不如叫孩子画写生去，在生活里用

铅笔、水彩、油画画你四周感兴趣的风景、人物。画完找老师看看

哪张生动，哪张做作，不用请教线条、色彩、画法，我觉得自然是

最好的老师，自然可以启发你许多好画出现的灵感。（图 9-7）

话说回来，我说随便就是随自己灵感来源之便，而不是随技术

之便，而不是随他人成就之便，作为艺术品，它是个人感情的寄托，

并非科学的1+1=2的技术。何况你们都早已掌握了绘画雕塑造型A、

B、C 的基础知识。因此我只希望学生的创作做的是自己喜欢的，自

己熟悉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随心所欲”可能是自发、自觉、主

动的创作方法，应当是能出好东西的路数。也希望能有五年课堂教

学总结式的作品出现。什么样儿，我说不准，当然愿者上钩，若愿

意创造出新技术的也不阻拦，我们工作室是自由的，绝不要求只做

所谓“写实”的东西。常言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经过毕业创作的实践，真诚地希望学生悟到艺术之路该怎么个走法。

（图 9-8、图 9-9、图 9-10、图 9-11）

图 9-7  启发你许多好画出现的灵

感，小儿四岁时画的鸟儿。

图 9-8   同学王麒的毕业设计《我的母亲》

图 9-9  作者写生的拾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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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0  作者创作的老狗

图 9-11  作者创作的老舍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十、教的是“写生”，为的是“创造”

美院教学历来有关于创作和习作关系之争，有的说光做习作都

不会搞创作了，也有人主张“以创作带习作”。早年经过三年“困

难时期”，停了政治运动认真学习传统文化基础知识，大家都得到

不少真功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就把这传统学习当成

“修正主义”批判了。工作组的同志说我们只会做泥塑人体，女人

肚皮，还起了名儿叫“红烧中段”挖苦我们，到后来就不做写生习

作了，全部是“二为”的创作课……现代艺术发展的今天，美院则

有人提出了“美院不能再办成师傅带徒弟的作坊，而应当办成艺术

家活动中心……”就是学生在学校学的是艺术活动，也就是搞创作，

当代创作、装置、观念等等。与美国西方接轨，让我感觉和“二为”

那几年也差不多了。

学校历来是继承、发展的一个传承单位。而一个艺术家一辈子

的活动都是搞创作，让学生花钱在学校搞活动，为什么不能在学校

跟着师傅学习一些传统的基础知识呢？技法的传移模写，不单为学

习继承，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尊敬。

原来，美院的一些专家认为西方美术教育早已取消了这一块的

传承，负责向西方接轨的理论家跟着说将来咱们也不应有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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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说这是有“进化论”和“杀父哲学”的先进哲学为根据的。

师傅带徒弟则是中国传统的“杀子哲学”。又使我想起了“破四旧”

的大运动，不寒而栗！

美院历来传统与现代性之争不断，徐悲鸿院长和林风眠之争不

清楚，江丰同志取消国画学苏联，当然认为苏联技法是最先进的，

并不是传统都不要了，后来学校里从地下传来西方诸流派，有人就

搞起了现代，不少学业优秀的学生像袁运生、广军、姚钟华他们不

满足于自然主义的抄功，搞起了现代的探索，可到后来他们都被批

判为形式主义、修正主义甚至反党性质的文艺沙龙。他们的行为很

当代，但他们都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专业的苦斗，学得坚实传

统基础课知识的棒将。20 世纪 80 年代政革开放以来开始恢复了专

业学习的美术学子们，跟搞经济建设的一样玩儿命奋斗搞专业，我

图 10-1  那时每周两晚上画素描和速写，摆模特儿都照搬米开朗基罗的。

图 10-2  很多时间做基本功训练，也真管用。值得怀念，需要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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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雕塑系师生每周课下都画好几次人体速写、素描，搞的都是传统

的基础造型规律的学习。到后来像徐冰、杨飞云他们不少的成功艺

术家，不管什么风格派别的，不能说没沾了点儿这扎实基础的便宜。

（图 10-1、图 10-2）我想传统不但不会妨碍当代艺术进展，而应

当是必须的基础。“传统”不应当理解为“旧的”。传统与创新也

不是样式的变迁，传统有技术可言，但传统更多的是文化内涵，当

年造反派导师喜欢孙大圣的造反精神，于是许多那一代出来的现在

咱们这儿许多天才都以为自己是从石头子儿里头蹦出来的。“破四旧”

反传统在咱们这儿已远走了学术范畴，早政治化了。

从技术上说，传统也不就是“写实”的，对当代而言，印象派

传统也是写实的，而中国的传统则是写意的。

我们的泥塑人体课教的全是写生，由于对形的不同认识，对写

生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又由于时代的发展，艺术品“记录”“纪念

性”功能的转变，写生要解决的问题也在变化着。中国人在传统艺

术实践中对造型的认识也让我们思索写生应该怎样走下去为好。追

求与对象一模一样地抄像不是我们要走的路。写生是对着模特儿做，

自然要像，然而具象写实的像不应局限在“照相”阶段。我们主张

通过泥塑人体的写生练习，对自然的写生要练得把要写的形看得到，

再能够塑造出完整的造型，进而能归纳、简化这个形，或者做到似

与不似，更重要的是这种形是要有感觉的。在写生过程中训练得能

敏锐地发现自然的美，对象情绪的美，造型的个性美，以至于抽象

的美。就跟我们欣赏汉字碑帖，书法的“间架”“笔力”的美一样。

如芥子园主所言：“寄于笔墨，如舒性情。”“笔墨之重不重于名

冠一时，而重于神留千古。”这追求似乎太高远，抽象，但并非不

具体。早先的“服务功能”时代，把这种东西叫作“形式主义”而

加以批判。那时的写生必然走自然主义的道路，只会抄像。现在看

没有感觉的写生，纯技术的抄功练习，我看才多少有点“形式主义”。

习作的路子真不一样，而美院及雕塑系的基础部等于强迫学生学唯

一的一种基础，跟考前班也差不太多。有人主张当代艺术有当代的

基础，既然都知道基础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还要用一个样式的基础

课来束缚学生呢？我们的同学对此已深感困惑。时间丢不得呀。

我们泥塑人体课只追求最基础知识技能的获得。我认为现代性

是不用追求的，你生活在当下，只要不是胡诌，作品必是现代的。

民族性也一样不必追求。总有人强调要民族风格民族化，原来说敦

煌是中国的民族风格，我从敦煌走到大同云冈，走到山东青州，发

现佛龛造像怎么那么像印度、尼泊尔的呀！云冈第五窟的浮雕、青

州的石刻好像就是刻巴米扬大佛的阿富汗匠人干的。鲁迅先生对中

国传统文化深有研究，他曾说：“汉以后就没有中国的东西了。”

再者，你说法兰西国的民族风格是什么样的？如果把油画画成单线

平涂，雕塑把中国人都做成佛爷样，就成了中国民族风了吗？我想

民族风格就是中国人感情的忠实体现，不在样式。正如广军先生所言：

“我吃中国饭，拉的是中国屎。”不管你画的是西洋的油画还是中

国的水墨，你是中国人，生活在当下的人，只要真诚地投入，现代、

民族都能做到。反之则容易步入歧途。

石涛曾说：“不立一法是吾宗也，不舍一法是吾旨也。”( 石

涛画《搜尽奇峰图卷》卷尾题跋）说的是他从事艺术劳动之目的不

在创造一个风格样式的标新立异，而是对于传统非常尊重而不肯舍

弃。这早早地回答了我们关于基础与创作、当代与传统的诸多问题。

我们泥塑人体课是写生，可以说，我们工作室的课都是做传统

的基础训练。几年下来，若能对造型规律有所掌握，对形体有了完

整的认识，有个能看得见整体和形体的眼睛，又能敏锐地察觉到对

象给你的审美刺激，激发你表现的灵感欲望……你就会创作了，不

管是什么样式、派别的艺术劳动，你都有了根基。而一个人的风格、

派别是慢慢走出来的，急不得。

教的是写生，为的是创作，很简单。

当下，泥塑人体课与其称其为精品课，不如说是急需拯救的

功课。

孙家钵

2012 年 10 月

写于雕塑系第一工作室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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