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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雕塑 社会缺乏慢的心态新作变化 与观众有互动挺好
新京报：你的这批新作

能走进内部，里外边界模糊，
有着中国式的似是而非。

陈文令：强调与观众的
互动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
艺术家要对每个生命有所尊
重。看到有小孩在《造园》
作品的荷塘中玩水，把脚搁
在里面，我就觉得挺好的。

新京报：你把梅枝、镂
空、屏风元素与具有现代工
业机械感的管道、船舱等结
合，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

陈文令：这与我以前学

过中国画、书法有关。当代
艺术创作中许多都是从民族
根性中挖掘优秀的传统。

我创作《城市公牛》时，
运用了屏风、梅花等人文山
水概念，但却将这些传统符
号转换成具有陌生感的现代
语言；也有将现代材料转换
成古代意境的，比如《造园》
营造的那个大荷塘，荷花枝
干都是建筑工地捡来的废弃
钢筋，上面枯萎的叶子则是
用我在海边捡回来的工业产
品的泡沫制作而成的。

凭借《红色记忆》《幸福生活》等系列作品，艺术家陈文令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不可忽视的个案，与此
同时，他的作品也被一些城市作为城市景观陈列。近日，“陈文令新作展：异度风景”在798品画廊开幕。
展出的《超验的方舟》《城市公牛》《葫芦亭》等雕塑及装置，显示了消费时代的视觉狂欢。

接受专访时，陈文令指出，目前社会整体的能量场都极度超速发展，自己的作品正是对这种疯狂性
的描述和揭示。做这种大体量的作品，市场流通性会慢，但他说：“大体量是我表达时的必须，市场我考
虑得不是太多。”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健亚

“异度风景”新作展798开展，雕塑艺术家解读作品风格转变及其内涵

陈文令 艺术家不能对社会熟视无睹

新京报：你的作品被一
些地方作为户外陈列，你怎么
看雕塑在城市景观中的作用？

陈文令：有说法认为城
市雕塑是城市之魂，这可能
有点夸张，但确实是一个城
市“神采”的体现，没有城市
雕塑的城市一定是个没有温
度、冷冰冰的城市。

新京报：最近有些城市
雕塑的审美趣味引发广泛质
疑，比如乌鲁木齐的“飞天”、
桂林的“扶老”等。你怎么看？

陈文令：这和其生成制

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现
在城市极度发展，却是千城
一面，每个地方都只追求商
业利益，对于雕塑这种慢活，
现代社会缺乏传统的慢工出
细活的心态。同时，与我们
的审美教育也有关，中国的
美育普及非常缺失。

新京报：在你看来，好的
城市公共雕塑应该是怎样的？

陈文令：应该观念和技
术并重，但还要具有开放性、
互动性和普世性特征，才能
经得起很多人目光的检验。

我想呈现一种新的维度的风景，它们是工业文明残留物
做成的风景雕塑。现在中国物质极度膨胀，到处是工地，也
到处滋生建筑垃圾，而过度扩张又造成了社会异化等问题。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混沌的社会能量场。作为艺术家不
能对此熟视无睹，而应该来反映和关注当下的各种问题，包
括物质异化、人性异化以及工业生态下自然的缺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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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是“异度风景”？

●推荐两本艺术雕塑类的普及读本？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写的《中国当代雕塑》、傅

雷译《罗丹艺术论》。
●推荐三处必看的城市公共雕塑？
美国芝加哥千禧公园的不锈钢雕塑《云门》（创作者：

英国雕塑家安尼什卡普尔）；法国巴黎的“大拇指”雕塑
（创作者：法国雕塑家凯撒）；德国卡塞尔火车站前广场上
的《走向天空的人》（创作者：美国艺术家波洛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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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令正在展出的《城市公牛》是一个不锈钢材质的大型作品，他说，这个作品是将传统符号转成现代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