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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探讨

当代雕塑材料目的化简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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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代大众文化崛起、艺术泛化和艺术非审美性等现象出现的文化语境中，雕塑材料开始以媒介符号和理

念两种艺术形态主动介入到雕塑艺术活动中来，它不再是艺术家雕塑活动中的被选择对象。在功能上，材料突破了传统

意义上仅停留在实用性、可塑性和持久性等特性范畴，从而使“无限定性”成为当代雕塑材料发展的主流形态，当代雕塑

艺术开始步入一个以材料为主的“泛雕塑”时代，任何特殊手段和工艺都可以用来参与艺术家的艺术实践，雕塑家选择

材料的目的也变得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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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雕塑材料和传统雕塑材料最大的区别表现在艺术家对材料选择的目的化，材料的目的化是指

艺术家在表达雕塑主题内容时表现出的有目的、有计划和系统地选择材料媒介。“当代雕塑”从广义时

间上指的是当下进行的雕塑艺术，内涵上主要指具有当代精神和具备当代语言的雕塑艺术。狭义空间

上则是指全球化社会格局下正在产生的雕塑艺术形式。从材料的功能上比较，当代雕塑材料已经不单

是材料，它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载体作用已慢慢减弱了，成为了形式主义的工具和武器。艺术家对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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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强调以不同材质质感的尝试和多种形式的变化为目的，材料语言的价值取决于艺术家而非材料。

由于材料的本质属性是材料加工可行性的前提，它直接决定雕塑作品的成败。因此，对当代雕塑材料的

选择，艺术家不仅要考虑泥、石、木、金属等传统硬质材料物理性特点，比如硬质材料中石、木、竹、骨、角

等材料的弹性和韧性、纹理和色泽［１］，还要充分考虑材料的实质性和文化隐喻性等非物理性特点。因

为这些非物理性特点会使当代艺术家选择材料的目的变得更加具体、可行。比如实质性，是选择材料自

身的物理特性，还是选择雕塑作品在历史进化过程中被人们所赋予的内涵？或者当我们用不同的材料

或不同的形式来进行雕塑创作时，内容与形式在不同的创作动机作用下会存在很大差异性；在决定选择

哪种材料或者用材料的哪一部分时，可能都是主观的、能动的、偶然的、随机的。又如材料的文化隐喻

性，一件件相互之间看似毫不相干的现成品构成的集合体所包含的文化隐喻能使创作者产生脱离现实

的幻觉，使人们忘记了作品的真实材料和内容，习惯以材料的观念纳入雕塑中，从多种材料的集合体中

暗示雕塑内容的描述性和趣味性［２］８７。可见，对于材料属性的了解是我们选择材料目的性的前提。

一　材料目的化在当代雕塑艺术中的表现
雕塑材料作为一种物质，它自身的存在并没有任何特殊意义，是雕塑家使它们有了新的活力和作为

媒介拥有了主导性的话语权。在传统雕塑中，雕塑家为了追求作品的不朽和永恒性来选择材料，此时的

材料仅停留在其实用功能上，而且是静态的、被动的。以静态的材料来展现动态的作品和主题内涵，这

是传统雕塑创作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大多数雕塑家对材料的运用和把握还处于被动状态，艺术家们还

不习惯用材料的美作为其表达作品内涵的有效手段，材料只依附于形体而存在。然而，当代雕塑创作中

的材料内容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科技进步逐渐变得丰富、多样起来。在整个当代雕塑作

品的制作和作品被动参与的一系列审美活动中，材料开始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而存在，开始作为媒介

符号传达出作者的某种特定情感内容。此时，材料扮演的角色由于艺术家选择材料的目的性不同而发

生了一些变化，它不再是雕塑家艺术活动中的被动选择对象，而是以两种艺术形式主动介入到了艺术活

动中。（一）材料作为一种符号介入艺术活动中。从传统意义上的材料来说，如以木头、石材、泥土、陶

瓷等天然材料为材料的雕塑作品，无论是布朗库西的作品《吻》，还是罗丹的作品《思》等等，尽管雕塑家

在处理或加工雕塑材料的过程中，对材料自身质地所呈现出的美感非常重视，但并没有通过材料自身的

美来传递其作品的内在精神，此时的材料只作为一种表达雕塑内容的外在形式载体，它不具备任何内在

的象征意义。在这一点上，研究发现，即使后来的金属材料被雕塑家和工艺美术师们广泛应用于雕塑创

作中，如金、银等材料，它们的功能作用也只作为作品形象的载体被雕塑家所利用，材料自身的价值意义

并没有得到体现，雕塑家追求的作品内容只是形象外在的一种形式美感。而在当代，雕塑材料有了新的

本质突破，雕塑符号化得到了加强，材料之间的界限开始减弱。如中国当代雕塑家隋建国的作品中山装

系列中的《衣钵》，虽然作品在材料的选择上同样是金属材料，但是，作品通过符号化形式传递出来的是

作者对传统服饰文化观念的一种阐释。此时的材料不再是艺术家被动选择的对象，它以一种符号形式

主动介入到了雕塑活动中，艺术家在作品中更多地强调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密切关联，他们已经开始站在

个人情感角度去选择一切材料。在选择材料的过程中，艺术家不仅强调材料的固有形态，任意选择可

视、可触摸的物质材料，如石、木、金属等，而且可嗅觉的气味、可听觉的声音等非物质材料也开始被他们

所利用，材料已成为创作者用来表达自己理念的一种有效手段［１］。（二）材料作为一种理念介入艺术活

动中。当艺术家杜尚的现成品雕塑《泉》出现后，一种新的材料价值观开始直接影响着当代雕塑家的艺

术创作活动，由材料主导的创作方向开始转向非材料主导的创作方向。这种新材料观主张消解以往艺

术理念所强调的“趣味”“构思”和“描绘”，它带着一种 “反艺术”态度否定了以往的一切艺术准则，着

重强调艺术家的主观意识和表现目的的作用与意义。杜尚认为，进行雕塑创作的重要内容已经不是材

料的本身，而是艺术家对材料加工处理时产生出来的新概念、新态度和新理念，艺术家可以将借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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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挪用等一切手段运用到雕塑活动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此时的材料观已经转向一种新的非材料观

念，材料的原始意义已经不复存在，它不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外在形式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新雕塑理

念被使用［２］８７。杜尚的这一行为和理念，启发了人们对现成品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概念艺术等多

种艺术的实验。其中的某些艺术家在材料的实验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带动了当代雕塑艺术的发展。

比如在现成品艺术领域，以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为代表的构成主义雕塑作品，就是通过几何化

形体充分表现出一种抽象的空间形式和韵律美的形式法则。立体主义代表毕加索的作品《牛头》，以

“现成品”形式通过巧妙的拼贴集合来启发对某种象征物的联想。又如内维尔森（俄国移居美国的女艺

术家）的作品《大潮５号》，以预制木条、废弃的栏杆、旧家具等现成品进行连接和叠加，创作出像屏风或
墙壁样式的作品。她将一些彼此毫不相干的废弃物，带着一种怀旧的情绪创造出一种平面和立体相互

呼应对照的和谐集合体。从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材料的另一种可能性，人们在材料的实验中，选择

材料的目的已经从偏重材料的形态开始转向材料在时间过程中所积累的文化和记忆含义。艺术家对材

料的运用意识和行为都不再仅仅是纯粹的想要传达某些雕塑观念的方式，它还创造了一个使人去感知、

去度量的空间。艺术家可以通过对材料的某种控制变成为一种个人的内心体验。材料改变了艺术家的

创作重心和重点，艺术家对材料的选择和尝试的体验方式从比较抽象的范畴逐渐地转向个体在现场的

某种体验，更有甚者从以前宣扬艺术家的观念为主要重点转向了期待观众观后的心理判断上［３］。

二　当代雕塑材料目的化的文化语境
当代雕塑材料的发展从表面层次上来看好像是由于人们改变了材料的某些非物理性特征，从而引

发当代艺术家在材料选择上的革命。然而，当我们透过现象看其内在本质时发现：当代文化语境因素才

是导致材料变革的内在矛盾。因为在当代雕塑话语中，雕塑作品是当代文化的载体，材料是作品形式的

媒介，一切雕塑作品的任何形式都是当代文化在雕塑符号中的具体化。研究表明：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有

三种文化因素造成了艺术家选择材料的目的化，这些文化因素是大众文化的崛起、泛艺术化的出现和当

代艺术的非审美性。（一）大众文化的崛起。当代社会中最为流行的艺术文化，是以工业生产的发展为

标志，以大众的审美与理解角度为创作方向的大众文化，它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如广播、广告、影视、网

络等现代化工具来表达其创作理念以此来达到与大众的共鸣，它具有商业化、模式化、消费性和娱乐性。

由于当代雕塑己经不是传统封闭、独立的艺术形式，它在与其它相通的艺术门类相互融合、相互汲取、彼

此影响后开始以一种符号化、图像化的文化消费现实使人们对材料的选择目的变得更加明显和主动。

在大众文化的消费性作用下，艺术消费群体都希望通过一定的消费行为来展示自我价值，在消费过程中

通过新的发现和尝试来展示一种自我表达［４］４１８。这些行为与表达方式使艺术家对雕塑材料的选择开始

遵从一种大众消费的审美标准，并且以一种包容、多元化和客观的评判标准来重新审视材料的功能与价

值。（二）泛艺术化的出现。当代文化的“泛化”直接导致当代艺术与非艺术、艺术的专业与非专业、职

业艺术工作者与非职业艺术工作者之间的区分越来越不明显和不重要。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也变得模

糊，艺术工作者的活动变成了一种大众行为，当代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艺术的“泛化”

造成任何相通的艺术门类都可以相互拆解、融合、推敲，以多样化的理念对一切材料进行整合。艺术家

和非艺术家在追求雕塑作品的当代性过程中，一切艺术活动行为都可能成为建构新艺术形式的手段，甚

至有的以反传统、反经典、反主流文化的形式作为表达个性的目的，材料的原始性功能开始服从于艺术

家的个性展示［５］５８。（三）艺术的非审美性。非审美性是指创作主体对艺术的非美学方面的性质和特征

的认识、评价和判断，它介于传统美的感受和对丑的批判意识的中间状态。非审美性主要表现在对传统

审美标准的解构，它消解人们对美的评判标准。在雕塑活动中，艺术的非审美性导致人们在某种程度上

难以确立对雕塑作品美与丑的评判标准，它消解了当代雕塑创作材料的固有性［６］１４５，任何如篡改、颠倒、

粉碎、移植、拼贴等手段都能够被艺术家广泛地利用在作品的创作中，艺术家对材料的挖掘不仅以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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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感觉、感触为主要内容，同时还追求刺激感官的外在效果，材料的价值功能和作品的艺术功能甚

至被新、奇所取代。可见，文化语境因素才是造成当代雕塑材料变革的内在原因。

三　材料目的化的转变意义
现代艺术的发展促使人们对雕塑材料的认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材料目的化宣告人们不再只

停留在对材料的实用性、可塑性和持久性等特性的利用，材料开始作为媒介的一种语言符号和观念在当

代雕塑创作中获得了新的生机。材料拓展了艺术家更大的创作空间和选择上的多样性、自主性，并转换

了艺术家与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当艺术家在雕塑创作活动中不再纠结其材料的实用性与持久性的功

能上时，材料就从过去处于被“塑造”的角色阶段转变为材料自身就是主题、形式和内容的新时期。材

料自身展现出的美感和艺术家的个人创作理念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更重要的创作环节中。同时，材料

目的化改变了艺术家对原本雕塑概念的范畴，“无限定性”成为当代雕塑材料发展的主流形态，它将当

代雕塑艺术带入到了一个以材料为主的“泛雕塑”时代［６］１３２。材质的快速演变开始淡化了人们对当代

雕塑定义的界定，尤其是“泛雕塑”的提出，使今天的艺术家对雕塑的概念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雕”和

“塑”。在工艺技术不断突破和制作方法不断进步的条件下，艺术创作者在作品创作中的加工技术已经

到了前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任何特殊手段和工艺都可以用来参与雕塑艺术实践，如激光切割、氧切割、电

剪、电切割等工艺手段完全可以代替原有雕塑定义中的 “减法”；而电焊、氧焊、铆接法、胶粘接等技术也

完全可以代替原有雕塑概念中的 “加法”。材料目的化还使当代雕塑作品随着新兴材质的快速产生和

新工艺的实现产生出不同的艺术效果与新奇的感染力，它不仅使人们逐步摆脱传统雕塑材料内容和表

现形式的局限性，同时还使人们对材料经验的把握和积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观感上都有了新的突破

和扩展，作品呈现出的视觉效果和心理体验已经区别于传统雕塑。材料在新的艺术观念体系中，通过作

品语境才能获得的固有信息和重新阐释后的意义并置，使观者体验到一种看似熟悉却又陌生的艺术经

验 。由此可见，当代雕塑材料观的转变，使材料从物质性上升到了非物质性和社会属性的高度上，材料

从雕塑中的边缘化上升到了不容忽视的地位，材料的物质性和观念性共存于雕塑艺术之中［７］１４７。材料

目的化使艺术家对材料的选择突破了传统雕塑材料在技术和审美范畴上的局限性，使艺术形式走向多

元化。

总之，当代雕塑材料目的化改变了材料的原始价值功能，为艺术家在材料的选择上和在创作中拥有

了更大的空间，材料目的化成为当代雕塑创作的一种形式，它对于艺术家如何发现材料的美，找到最适

合表达自己意愿的材料，合理运用不同的材料，对材料从被动到主动选择提出了新的要求。事实证明，

任何成功的当代雕塑作品，它都是雕塑家站在时代文化需要的高度来思考材料实施的可行性和作品思

想性的统一体。因此，只有当材料实施的可行性和作品思想性高度统一时，雕塑材料语言的巨大效力才

能够真正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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