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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雕塑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承担着文

化身份表达和地方性表达的双重功能。本论文旨在探讨当

代雕塑中的文化身份与地方性表达，分析雕塑如何通过材

料、形式和内容来传递复杂的文化认同感。论文分为两个

部分，首先讨论雕塑的文化身份如何通过传统文化元素的

继承和当代文化的重构得以体现；其次，探索地方性表达如

何通过地域特征和环境关联的方式在雕塑中得以呈现。本

文试图揭示这一艺术形式在全球文化语境中的意义。

引言：雕塑作为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在当

代艺术语境中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和复杂性。

中国当代雕塑艺术启蒙于上世纪初,经过百余年

发展,当代雕塑艺术家已经打破固有雕塑创作限

制,以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为目标,不断寻找

中国当代雕塑艺术新突破。文化身份的表达，不

仅关乎个体艺术家的自我认同，还与其所处的文

化群体和地域文化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分析当

代雕塑中文化身份与地方性表达的双重功能，探

讨雕塑如何在全球文化语境下保持文化特质和

地域特性，并进一步推动公众对文化与身份认

同的反思与认知。

一、文化身份在当代雕塑中的表达

（一）传统文化元素的继承

在当代雕塑中，传统文化元素的继承是一种不可忽视

的表现形式，艺术家通过对历史文化符号、象征意义以及

传统技法的运用，使雕塑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与文化

认同。[1]

符号化的延续使得文化身份的表达更加具体化，雕塑

成为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桥梁，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诠

释。传统技法的继承也是当代雕塑文化身份表达的重要

组成部分。当代雕塑家通过保留这些技法，赋予了作品

以历史深度，使观众在欣赏作品时能够感受到一种跨越

时间的连接感。

（二）当代文化的重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雕塑不再局限于单一文化的

框架，而是逐渐演变为一种跨文化的艺术形式。当代文

化的重构，是艺术家在雕塑中通过融合现代元素与传统

文化，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份表达方式。

艺术家通过对材料、形式和内容的大胆创新，将传统

文化元素与现代社会现实相结合，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

二元对立。新材料的引入不仅改变了雕塑的视觉呈现，

还体现了艺术家对现代社会议题的关注。在这种跨文化

的语境下，雕塑不再是静态的文化符号，而是不断变化的

文化产物，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体现了全球化时代

下多元文化的共存与互动。

当代文化的重构不仅体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容和

观念的创新上。许多雕塑家通过对传统文化内容的重新

解读，探索当代社会中个人与群体的文化认同感。[2]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雕塑的文化身份表达变得更加复

杂，它不仅包含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还融入了全球文化

的互动与交流，使作品具有更为普遍的文化意义。

二、地方性表达在当代雕塑中的体现

（一）地域特征的融入

在当代雕塑创作中，地域特征的融入是表现地方性表

达的核心要素之一。艺术家通过深入理解并运用当地的

自然环境、风土人情以及历史文化，使雕塑作品具备明显

的地域特性。这种融入不仅是对地方文化的尊重，更是

对其独特性的艺术诠释。

风土人情的体现是地域特征融入的另一个关键层

面。每个地区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都可能

为雕塑创作提供丰富的内容。文化元素的使用使雕塑作

品不仅仅是静态的视觉对象，还成为了当地居民情感和

记忆的载体。[3]

例如，某些城市雕塑可能会融入当地特有的建筑风格

或传统服饰元素，传达出深厚的文化背景，并与当地居民

建立起强烈的情感共鸣。

（二）环境关联的设计

雕塑作品与周围环境的紧密联系，不仅能提升其艺术

感染力，还能强化作品的在地性，使其成为公共空间的有

机组成部分。自然景观中的雕塑作品通常会与环境融为

一体，避免破坏环境的和谐。

结论：通过对当代雕塑中文化身份与地方性表达

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雕塑不仅是艺术家个体表达的产

物，更是复杂文化背景下文化身份和地方特性的载体。

在文化身份的层面，雕塑通过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继承，体

现出对文化记忆和历史的延续。在地方性表达方面，雕

塑通过融入地域特征，突出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这种

对地方性的强调，不仅增强了雕塑作品的在地性，还使得

其成为公共空间中的文化象征物。雕塑与环境的互动设

计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性表达。

综上所述，当代雕塑通过文化身份与地方性表达的双

重路径，反映了艺术家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对文化认同

与地方性的复杂思考。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文

化与地域的深刻呈现，为全球化时代中的文化多样性和

地域独特性提供了有力的视觉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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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雕塑作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

是城市文化与历史的象征，更与公共空间的使用者产生了

直接的互动关系。本文旨在探讨城市雕塑与公共空间的互

动设计，重点分析城市雕塑如何通过设计增强公共空间的

功能性与艺术性，并推动市民对空间的认知与参与。本文

旨在揭示这一艺术形式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价值。

引言：当代城市雕塑是将艺术置于立体的公共

空间中创造表现出来的,杰出的城市雕塑在雕塑家

塑造伊始,就被赋予了灵魂,写实亦或写意,都将雕塑

艺术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当代很多城市都用公

共艺术传达着其独特的艺术精神、民族气派、文化底

蕴。作为公共艺术最常见的形式,雕塑在城市中的

应用是极其普遍的。

城市雕塑不仅仅是静态的艺术作品，更是城市

公共空间中重要的互动元素。作为城市景观的一部

分，通过其设计与公共空间的融合，影响着人们对空

间的使用和感知。在现代城市设计中，雕塑不再只

是装饰物，而成为了具有社会功能的艺术形式，它能

够与空间中的人产生互动，增强市民的参与感与归

属感。研究城市雕塑与公共空间的互动设计，不仅

可以揭示雕塑对城市文化表达的影响，还能够探讨

其在公共空间功能性和社群构建中的角色。本文将

从城市雕塑与空间环境的互动设计、文化与社会功

能两大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一、城市雕塑与空间环境的互动设计

（一）雕塑与空间的融合

城市雕塑的设计在当代公共空间中不仅作为独立的

艺术品存在，还通过形态和材质的选择，与周围的自然环

境和建筑空间形成紧密联系。雕塑与空间环境的融合不

仅仅是形式上的匹配，更是在空间氛围和视觉秩序上的

协调。例如，当雕塑的材质与周围建筑的质感相呼应时，

整个空间会显得更具连续性与协调感。材料的选择可能

涉及石材、金属、玻璃等多种元素。[1]

雕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同样不可忽视。绿植、水体和

自然光线是公共空间中的常见要素，雕塑的形态可以与

这些自然元素形成互动。例如，雕塑可以通过流线型的

设计与水体的曲线相呼应，形成一种视觉上的流动感，或

者通过开放结构让自然光线穿透其中，使得雕塑在不同

的时段呈现出不同的光影效果。雕塑的设计需要与不断

变化的自然环境产生互动，形成一种动态的空间体验。

（二）人机互动设计

随着科技的发展，城市雕塑不再仅仅是静态的艺术

品，它还可以采用技术手段实现与市民的互动，增强公共

空间的参与感。人机互动设计成为了现代城市雕塑的重

要趋势，通过传感器、光影、声音等技术手段，雕塑能够捕

捉市民的行为动作，进而做出相应的反应，使市民从被动

的观赏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2]

声光互动是人机互动设计中最为常见的形式之一。

许多城市雕塑通过内置的声音装置，形成一种独特的听

觉体验。光影效果则通过与自然光或人造光源的配合，

在白天与夜晚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创造出一种梦幻

般的光影世界。

二、城市雕塑的文化与社会功能

（一）文化表达的功能

雕塑的文化功能不止在于其物理存在，还体现在与市

民的情感联系上。雕塑作为文化符号，能够唤起市民对

城市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雕塑成为了市民文

化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视觉上的长期陪伴与

潜移默化的影响，塑造了城市居民的文化认同。每当市

民或游客看到这些雕塑，他们就能联想到该城市的独特

文化，这种文化认知在日常体验中不断被强化，从而增强

了人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二）社群构建的功能

城市雕塑不仅具有文化表达的功能，还通过其空间特

性和艺术表现力，成为市民社群互动的核心。雕塑作为

一种固定的公共艺术作品，常常被设置在人流密集的广

场、公园或街道等公共空间中，这使得雕塑不仅是视觉的

焦点，也成为人们聚集与互动的中心。[3]

雕塑通过其象征意义与空间位置，促成了市民的情感

联结。在某些情况下，特定雕塑甚至成为市民社群活动

的标志性地标，使得雕塑成为公共空间中情感互动的纽

带。在现代城市中，雕塑已不再仅仅是装饰性存在，而是

公共生活的组织者，通过其象征性与公共性，为市民的社

交活动提供了场所和理由。

结论：城市雕塑与公共空间的互动设计为城市景观

增添了更多的动态特征和人文关怀。在当代城市发展

中，雕塑不仅限于装饰功能，还通过与空间环境的互动

设计，实现了艺术与城市生活的融合。总体而言，城市

雕塑与公共空间的互动设计在当代城市设计中具有重

要的功能和意义。雕塑作为公共空间中的核心元素，将

艺术与市民生活紧密结合，成为了现代城市文化与社群

活动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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