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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肖像雕塑的创作心得

◎贾朋
摘要：本文从肖像雕塑的写实性谈起，认为在当代艺术多元语境中，写实雕塑仍然有其自身的发展空间，是大众消费

的主体形式。肖像雕塑具有特定的表功或纪念重要人物的非凡意义，这种功用性在本文所提及的雕塑实例中非常具体地彰

显出来。肖像雕塑中所包含的塑造技术与审美意蕴，与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雕刻传统有深刻渊源，而数码技术的运用，

则在材料与工艺上扩展了肖像雕塑新的发展空间。这些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学院传统，与中国传统画论中的“形神兼备”

相结合，形成新的肖像雕塑创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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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语境中，艺术家更注重个人

情感和生活态度的表达，在艺术形式上极

为多元化，视觉观感也是令人眼花缭乱，

这既是艺术自身发展规律使然，也是当下

社会物质文化演变的自然结果。不过，写

实意义上的肖像雕塑仍然有其存在空间，

普通大众需要这种立体再现的艺术形式来

纪念和为自己存形，传统的手工艺也需要

传承，更重要的是，当下艺术是多元文化

的组合体，具象写实艺术仍是大众消费的

主体。

一般意义上的肖像雕塑创作，多以具

体的人物形象为前提，此中再现的目的尤

为重要，这对创作者的写实能力是一个很

好的考验，笔者也是以此为创作的第一要

务来督促和提升自己。已故的程允贤先生

创作了大量人物肖像雕塑，他曾说：雕塑

创作既是表现人的，它首先是研究人，因

此，肖像雕塑更须通过人物的外貌揭示他

的心灵，“形神兼备”是一种艺术评价的

标准，而雕塑家在塑造中应当“以形写神”。

程先生的这段话对我的肖像创作具有深刻

的指导意义。

印度 Sri Nitai Charan Konch 肖像（图

1），这是一位年长的地方协会会长，脸

上写满了沧桑与智慧。这件胸像花了较长

时间才完成，难点在于深棕色皮肤掩盖了

很多面部细节的呈现，这需要时间去观察、

揣摩和不断调整。

不同于绘画，雕塑占有立体的三度空

间，可以表现出与原物完全对等的形体结

构，这对于追求物象真实再现、承载特定

的表功或纪念重要人物而言意义非凡，并

且，神话和宗教中的偶像崇拜也需要这一

技术手段。提到写实，需要注意的是其与

具象的区别。写实，是用艺术手法将客观

物象真实再现出来，艺术呈现与被表现物

之间的各个特征尽可能地接近，这有点类

似于拷贝的意思。就此而言，古罗马的肖

像雕塑可视为写实雕塑的典范。文艺复兴

时期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可视作写实雕塑

的一种情绪化再现。米开朗基罗精研人体

解剖，对人物的具象写实有着强有力的把

控能力，他的作品以力量和气势见长，具

有一种雄浑壮伟的英雄主义气质。另外，

17 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大师贝尼尼，他塑造

的人物大多处于激烈的运动中，人物的表

情生动贴切，衣服随风鼓动，营造一种轻

快、活泼和不安的涂绘感觉。实际上，米

开朗基罗和贝尼尼的人物雕塑，并没有脱

离古典艺术的范畴，希腊化艺术的精髓也

在此中得以有效传承。具象与写实的概念

比较接近，但含义要更宽泛一些，其造型

特征在写实基础上有更丰富的变化，甚至

允许一些夸张变形手法参与其中。从这个

意义上说，梵高的绘画是具象的，但并不

是完全意义上的写实。

创作于 2017 年的奥地利尤根肖像（图

2），是笔者感悟很深的一件作品。这尊

胸像从最初的拍大形到最后的完成，前后

花了很长时间。原型是一位体格壮实的中

年大叔，耿直又带有一些憨厚的笑容，

令人印象深刻，不过，那饱满的形体结构

与面部微妙的肌肉穿插关系，使我一度陷

入到局部的刻意摹画而使得面部表情很僵

硬，后来有朋友建议我多看看古希腊、古

罗马的那些经典的头像作品，认真品味，

或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笔者于是收集了不

少高清晰的经典雕塑片子，打印出来贴置

于案头，时时揣摩。古人云画竹要做到胸

有成竹，才能画出好作品。这句话其实也

适用于笔者的学习状态，认识到只有真正

理解了模特面部的结构关系和外在特征，

才能更主动地塑造出形神兼备的好作品。

经过这种寻根溯源式的学习后，笔者有了

新的感悟，然后对泥稿进行大体量和整体

结构的调整，步步深入，最终达到了预期

效果。

相对而言，古罗马的肖像雕塑更令笔

者心驰神往。古罗马在征服古希腊本土的

同时，反过来又被后者的艺术所折服，这

些胜利者们大量掠夺古希腊的艺术品，并

复制那些经典雕塑来装饰自己的庭院，他

们在沿袭古希腊雕塑 “真实之美”的同时，

还大力发展了肖像雕塑的客观写实传统，

形成浓郁的世俗风气。与古希腊那些理想

化的审美趣味相比，古罗马的肖像艺术追

求再现被表现者真实的样貌特征，并赋予

了他们一种人格的尊严，这种艺术风格，

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

作为一种商品形式，艺术家接受客户

订单为其创作肖像，这是古已有之的传统。

古希腊、古罗马传承下来的写实肖像雕塑，

在文艺复兴之后获得广大的市场，社会上

层人士和富有阶层，纷纷邀请艺术家为他

们创作肖像，或者在陵园为死者雕塑遗容，

图 1 印度 Sri Nitai Charan Konch 肖像，

泥稿，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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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可以说是古今并无二致。我从事

肖像雕塑，深受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艺

术传统影响，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方面的

内容，一是我热爱这种心智结合的劳作方

式，在泥巴的揉捏和堆塑中再现活生生的

人物形象，能从中获得一种创作的快感；

二是这项工作是当前我所从事的事业，从

中能获取我的一些生活资源。很高兴能有

这样的时间和机会，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肖像雕塑中的写实因素，与亚里士多

德的“模仿”存在密切关联，但实际上，

每个历史时期或社会形态，对于写实的理

解也是存在差异的，比如古埃及的艺术形

态和古希腊的就有明显差别，两者都认为

自己表现的是真实的物象。如果我们认同

这样的观点，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把“具

象艺术”理解为这种文化习俗和文化传统

下的重要的呈现形式，它不是简单的对现

实进行抄录，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解释和再

现。对于写实角度不同所导致艺术形态的

差异，使得我们的肖像雕塑创作，很难按

照一种古代既有的定式来套用，而是要根

据当下的具体要求和审美趣向 来创作。就

笔者而言，将学院意义上的写实肖像传统，

与中国自古以来推崇、诸多先贤认同的“形

神兼备”美学思想结合起来，或许是值得

笔者为之不断奋斗的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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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奥地利尤根肖像，高 80cm，201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