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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书法在公共雕塑造型中的运用

李 矛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7）

摘要：通过对汉字书法与公共雕塑特征的分析、比对，将汉字书法融入公共雕塑创作中，并结合典型实例，分析两者间

在表现形式、空间构成、表现观念及视觉体验的相互转换关系。进而论述了汉字书法对公共雕塑创作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借以建立汉字图形化雕塑的研究方向，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来进行汉字书法与公共雕塑造型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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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ublic sculpture,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public sculpture. Combined with typical examples, it analyzed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in

expression form, space composition, performance concepts and visual experience, and then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for public sculpture creation to establish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character graphical

sculptur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explore and research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ublic

sculpture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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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对传统文化冲击的大背景下，如何构筑

具有中国传统风格元素的公共雕塑，探索公共雕塑形

式的多样化、民族化、本土化，特别是在汉字书法这一

造型领域上，如何把汉字的字意及形象融为一体，使

文字形象化、字意象征化，并通过公共雕塑这一载体

与世界对话、沟通，并在雕塑创作中凸显中国传统文

化意象，引入汉字书法作为公共雕塑本土化的催化剂

和推动力，是更深刻、更具内涵的民族化创新之路，是

一个值得长期不断研究、探索、实践的重要课题。

1 公共雕塑与汉字书法表现形式的探索

公共雕塑与汉字书法作为2种不同空间维度的艺

术形式本身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却有着视觉属性的

同质关系，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特殊的表现形式。汉

字书法的表现形式是在二维平面上展开的，从汉字结

构来分析，对比公共雕塑的构造法则及表现形式，探

讨其构成规律。

首先，汉字形体由笔画构成汉字部件，然后再由

部件构成汉字形体，如横、直、撇、捺、钩、点，组成一个

有筋有骨有肉的空间单位

[1]

，由此把汉字部件的排列

方式图形化，见图1

[2]

。汉字排列方式如同魔方一样可

围绕中心轴自转，由此产生丰富多变的汉字形体空

间，演绎一部奇妙的构造学图谱。一个汉字就是一个

完整的构造范例，几种形态各异的笔画在构造图谱里

按一定的组合原则，穿插、并列、错置、呼应、向背、聚

合、避让，形成一个和谐的视觉空间，使汉字构造法则

图 1 汉字图形结构分析

Fig.1 Structure of the character 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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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既固定、又灵动的组合关系，既具象征性，又具装

饰性

[2]

，在公共雕塑中得到广泛应用。

中国汉字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形和意的

结合。正如王受之书中写道：我看繁体的中文“園”

字，外面是个“口”字形的围墙，中国园林必须有围墙

包围，从来没有可敞开式的公共园林之说；“口”字中

间是“袁”字，上面的“土”字就是土地和山石，中间一

个小“口”就是水池，下面的“衣”字，代表植物。字的

形和意在象形文字中把中国园林宅院的基本要素尽

收眼底，宛如一幅立体的中国园林雕塑

[3]

。

汉字由不同结构组合而成，是按照形式美的法则

进行创造的一门抽象艺术，汉字的构成方式形象生

动、姿态万千、变化无穷，为公共雕塑创作提供了无穷

的资源。

从构图的形式法则规律和艺术处理手法各方面

来看，表现形式总是由一些对立矛盾的因素构成。如

方与圆、重与轻、虚与实、疏与密、聚与散、分与合、粗

与细、等法则，雕塑家在创作中就要善于发现这些矛

盾和对立因素，并在实践中巧妙运用并适当重组，贯

通为和谐的整体。

公共雕塑不同于汉字书法艺术，它追求表现的是

三维立体的艺术语言——体量、形式、肌理、材质，构

成了空间状态的艺术形式，而这些与汉字书法的艺术

语言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汉字书法的表现和追求与

公共雕塑没有必然的相同点，它追求的是二维艺术语

言，主要以书写汉字为基础。通过布局、结构、用笔来

表现其情感、意蕴，鲜明地体现着形式美的基本法则

——多样统一。如书写过程中各种形式的对立因素

（刚柔、枯润、浓淡、舒敛、大小、长短、正斜、疏密、虚实

等）相辅相成，使作品成为和谐的整体，生动地体现了

这一法则。

通过对汉字造型构图规律的分析，包括从二维平

面到三维立体共通的构图规律。以及从汉字手法与

公共雕塑构成法则共同点的比较与探索，从汉字雕塑

创作中有助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理解汉字结构对雕

塑创作所起的作用。汉字构图法不仅可以单一的面

貌应用于不同作品中，也可在一件作品中出现多种规

律的汉字结构同时应用。如何优化组合、传承、借鉴，

寻找多种有利于表达的对应语汇而达到一种新的创

作思维与新的表达方式，就创作者而言这不能不说是

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过程。

2 公共雕塑与汉字书法在空间构成上的差异

公共雕塑与汉字书法这2种艺术形式在空间构成

及视觉感知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很多方面是不一样

的，从观赏者的角度来说，有固定的视觉经验和习惯，

这是由传统的表现形式所形成的。比如说公共雕塑

主要是通过作品的体量、形式、色彩、肌理、材料来组

成的，其重点因素是它的空间构造及空间关系。而汉

字书法则首先是它的章法、线条、结构及形式感，以及

点、线、面的排列构成。对汉字书法欣赏往往不会考

虑空间的因素，它是在二维平面上展开的，这些元素

通过点、线、形的构成存在于二维平面中。

汉字书法在三维空间中的构成主要表现在：其

一，汉字书法中的三维空间完全从属于运动，从属于

书法的时间特征，如运动停止，这类空间立即被截断；

其二，这种三维空间是启笔时运动的复杂性达到一定

程度的产物，如书写工具保持平动，则三维空间立即

消失

[4]

；其三，在视觉差异中，汉字书法的表现有明确

的方向性，也就是说，表现出明显的线性性质。在二

维空间中，表现时间特征主要是通过线条的运用——

曲线运动来反映的，表现时间最方便、清晰的是线，但

线无法独立表现出三维的特征。见图2a，谁能判断它

占据的是不是三维空间呢？如果线成为三维物体的

一部分，见图 2b，物体的实体感所唤起的一切感觉将

使线的时间特征淡化，而使线只是成为物体表现的

附加标记

[5]

。线条的空间感通过对三维物体的依赖

而表现出来。在二维和三维的视觉关系间找到相互

协调和契合性语言，使作品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并丰富观者的想象力，突破和诱发一种新的体验和

感受。这种从二维到三维的视觉感受的转换，是一

种非传统的视觉感知，是一种质的转换。汉字化公

共雕塑正是运用了以上原理，将传统书法文字通过

图 2 线条的空间感对三维物体的依赖

Fig. 2 Lines of space dependent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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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运动，并置于三维空间中，使其随笔划的不断变

化、逆转、运动，而成为一种具有三维立体的图像。

观者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角来体验、感悟文字雕塑的

无穷魅力。如笔者创作的位于四川射洪的“子昂”公

共雕塑，见图 3，以唐代文学家陈子昂的名字作为创

作主要元素，采用不锈钢烤漆的制作方式，通过书法

的布局结构，将写意的汉字书法与毛笔造型组合，传

达了“一方土地，孕育一代人杰”的主题思想，其特点

体现在：

首先，突出了公共雕塑强调线条的传统。线条不

仅是中国绘画重要的表现手段，它还是公共雕塑的重

要的表现手段之一，中国雕塑在这一点上与西方雕塑

相比，显得非常突出。中国古代优秀的雕塑作品几乎

都体现了强调线条运用的特点，而西方的雕塑则更重

体积、团块。汉字化公共雕塑的图式来源主要是中华

民族的文字，而文字是线造型的，即使将文字转为立

体，这种立体的文字仍然保持了线性的特征。这一特

性与汉字书法是一脉相通的，所以，《子昂》雕塑因此

而具有十分突出的中国雕塑的民族特色。

其次，较好地解决了文字立体化所产生的“面面

观”的问题。汉字化公共雕塑与绘画相比，最大的特

点是它可以做面面观。线造型的文字转化为立体雕

塑，首先碰到的就是如何做到正面、侧面、反面等不同

角度都具有观赏性。例如文字造型的侧面，即有大的

统一，又有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生硬的，而是通

过优美的曲线进行的，使其充分调动了造型艺术本身

的形式感和韵律感。

3 汉字书法与公共雕塑在表现观念上的转换

公共雕塑是观念的艺术，它展示着雕塑家观念指

导下的创作方式及建构精神的创造性能力。一个好

的想法，一个新的观念，一个富于智慧的切入点，是公

共雕塑成功的关键。它不是形式主义的艺术，也不是

简单地将个人化的造型强加给公共空间的艺术，也不

只是从视觉意义上创造出一个能与公共环境协调的

雕塑，它是一种观念的体现。它追求社会的意义，希

望在社会公众的参与中进入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对

社会某个问题的看法。艺术观念的形成需要艺术家

多年的实践，这种实践就意味着对过去某些固有观念

的舍弃与否定。长期的否定与矛盾对艺术家来说就

是一个从痛楚到解脱的过程，何去何从，未尝可知，然

而否定之否定又是艺术的升华。

许多艺术家将汉字书法的某一方面的特性进行

放大，强化突出其某个特定的元素，通过对汉字的挪

用、解构和重组，创作出大量即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

特色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的艺术作品。同样以汉

字为起点，但探索的途径和方向却是多种多样的。

有人解构汉字的形体，有人变化文字的意义，有人重

建文字的结构，有人甚至将文字的书写从平面形式

引入行为艺术和观念艺术的范畴。其代表性的成果

有：谷文达把书写变成修炼的道场，意在同潜藏在汉

字中的“道法自然”的老庄境界；徐冰对汉字结构的

改造，强调文字形与意的双重背离；曾来德把中国书

法变成表演艺术，强调书写行为与动作过程中的情

感体验；还有张强把书写作为观念性的行为艺术，强

调表达与理解之间的背逆性，这些无疑都是表现观

念的具体体现。

4 公共雕塑与汉字书法在视觉体验上的转换

公共雕塑展现在观者面前的是一个或无数个存

在于三维空间之中的实体。这个实体与汉字书法视

觉差异上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立体性，也就是三维

性。立体性是其存在的前提或根本，因此就立体性而

言，公共雕塑是占据一定空间的物质性实体。人们不

仅可以在视觉上直接欣赏它，而且绝大部分的雕塑还

可以触摸到它的物质存在。其中圆雕甚至还可以让

观众从不同角度、远近、高低环绕着品味欣赏。这就

是雕塑在视觉语言上，区别于汉字书法及其它艺术门

类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同时也是公共雕塑最具艺

术魅力之所在。也正是围绕这一特征，雕塑家从各自

图 3 《子昂故里》公共雕塑

Fig.3 "Ziang hometown" public scul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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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角度对雕塑创作展开了深入的实践与探索，以

此存在的结果共同构成了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三维

立体世界。正如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所言，“塑造的时

候千万不要在平面上，而是要在起伏上思考”、“追求

深度是塑造的科学”、“千万不要看形的宽广，而要看

形的深度”。归根结底，雕塑从实质上说是饱含意识

的物质实体，统帅和占领其周围的空间，引导人的视

觉感知，最终在空间中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因

为物质立体地存在，而使公共雕塑形成了其它艺术类

型无法比拟的空间艺术特点

[6]

。

汉字书法则只有从一种角度在原地观看，而没

有多角度观赏的可能。公共雕塑在视觉体验上让人

获得不尽相同，甚至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视觉感受，突

出与退后在三维空间中处于一种相对的状态，从一

个角度看是着重强调的部分，换一个角度则退缩淡

化甚至消失了。另外以实体形式呈显于空间中的公

共雕塑作品，通过自然光或人造光的照射，让人获得

不同的视觉感知。所以不同时空对于雕塑来说，都

能产生光线的强弱、色泽、投影等运动的变化。因为

光线的照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气氛和光影效果，

使得本身凹凸起伏的雕塑形态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视

觉体验。

从视觉体验来说，汉字书法与公共雕塑两者内在

的语言、元素、形式等存在相联系时，观者绝不会孤立

和分割地审视作品，也不会有从一个平面忽然转变为

一个立体的脱节感。观者的视觉会由于两者间的联

系自然产生一种浏览秩序，首先感知的是作品的构

成、色彩，然后是立体的实体，从二维到三维的视觉感

受的自然转换、自然融合。

5 结语

历史表明：求新、求变是人类的正常属性。当今

时代更是瞬息万变，知识形态呈现多元化、多学科的

发展趋向。目前国内的雕塑界也存在纷乱无序、缺

乏自主创新的状况，这就使得求根求源、跨界设计的

研究极为迫切。建立“汉字图形化雕塑”研究方向，

基于汉字学、设计学、景观学、雕塑学、视觉心理学、

色彩学、材料美学等多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可从不同

层面、不同角度来进行二维到三维的“汉字图形化雕

塑”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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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困境，就有必要通过对传统文脉的保护来找到

自己设计理论的支撑点。通过了解地域生存行为所

带来的多样性来挖掘和保护那些美丽的传说，独特的

民俗和多彩的器物。同时如何将他们转化为设计要

素，如何在现代设计中应用将是考虑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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