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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生死的艺术对话》

内容概要

《超越生死的艺术对话：雕塑大师杨英风VS米开郎基罗和毕加索》包括十三部分内容，作者用无比景
仰的笔触，结合对杨英风大师众多艺术作品的分析和评论，详细介绍了景观雕塑大师——杨英风，对
艺术孜孜不倦追求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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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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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作者序
一、生命的第一个坐标
＿、罗丹的隔代弟子
＿、毕加索：你是不是疯了
四、请米开朗基罗看特展
五、居然能雕出般苦大智
六、错怪杨英风是学院派
七、向米开朗基罗倾诉苦衷
――日月潭教师会馆
八、为杨英风拜见教皇而不悦
――在罗马坐标上游荡
九、巨灵之歌
――太鲁阁山水系列
十、与当代世界级建筑协奏
――和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两度合作
十一、重回艺术“摇篮”
――中华激光艺术的开创
十二、对杨英风的诘难会
――不锈钢景现雕塑系列
十三、梦想建立“雕塑基因库”
附录
一、大乘景观雕塑
――忆我的父亲杨英风
二、杨英风大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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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插了进来，说：“你们两位别争了，按我的研究，所谓人体美，是人的最佳基因的感性显现。
人体美感（或者说是视觉大快感），是由生物学的优生目的支配的。每个人看到他（她）所属的人种
的最佳基因人体（真人体或艺术人体），特别是异性人体，就会本能地产生大快感，其深层的机制，
是因为邂逅到了最符合该人种优生目的对象。产生这种美感，无需受过美育教育作为审美前提，同人
种者天生具有相同审美标准。当然各个时代的文化理念也会对人体审美进行一时的干扰，如推崇杨贵
妃的肥胖美、人为裹脚弄成的三寸金莲美等，但是很快又会被本能的生物学优生标准矫正过来。——
杨英风的女体之所以可贵，在于他拒绝抄袭西方人最佳基因的人体比例，探索呈现中国女人最佳基因
的人体比例，由此创造出中国的‘维纳斯’来：”　　米开朗基罗没有和我争辩，继续往前参观。他
看到一组无头无臂无脚的“残体女体”，驻足凝神，很有兴趣。　　杨英风上前解说：“这是我
在1958年做的几件作品。在人体中选取最富表现力的部分加以表现，是您开创的，我继承了您和罗丹
的风格，还注入了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的理念：人的躯干是脸部第二表情区，而且最擅长表现
现代人的感情。”　　　　“我知道，你应该问我，”是毕加索半路插进来了。“我一生做了五万多
件作品，其中版画就有18095幅。你们不找我来解密还找谁?”　　我问：“那好，请教您这位大师，
您认为杨英风在1950年师大工作室中创作的自画像，他回首一看到底在看什么?”　　“杨先生回首一
看，在内心坚定地说：‘再见吧，学院派!’想想吧，杨先生进过三个学院的艺术系，如果他不回首告
别学院派，他的未来只能当教书匠，而不可能成为在艺术史上争雄的艺术家。早在1935年我就说过：
美的学院式教学是虚伪的，它欺骗了我们。艺术不是对标准美的适应，而是天性和智慧排除了准则的
想象。当人们去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从来不会拿量具去量她的形象，而是依据自己的欲念去爱她。为
了消除对象的欺骗，抵制习俗，扫清妖媚，废置历史，而需要全面的独裁——绘画上的独裁，一个画
家的独裁。（注一）杨先生这一回头，就是宣布要消除学院派标准美的欺骗，你看他刻的头颅造型就
不是标准的。他在宣布，今后要当绘画和雕塑王国的独裁者，让自己的灵悟当皇帝!”　　“学院派是
一定要告别的，就像长成的婴儿要告别母亲子宫一样，”杨英风插了进来说。“不过，我回首一看，
是审视我的作品，有没有表现历史悠久的中国生活美学或生命美学。我在雾峰镇山洞里，看到故宫博
物院有一件玉雕珍品《翠玉白菜》，我惊讶地问：一块稀世美玉，为什么拿来雕一棵中国人的家常菜
——大白菜?庄院长告诉我，这便是独树一帜的中国生活美学。——好了，好了，咱们长于用色彩线条
构图的‘语言’与人对话或争辩，短于用哲学家、评论家的逻辑语词说理，因此，我恭请您和祖慰先
生一同来看看我的1951年到1958年的‘乡土版画’吧。请!”　　　　他还邀请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准景
观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出席落成典礼，因为米开朗基罗设计了名垂青史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大圆顶
，绘出了无与伦比的西斯廷小教堂穹顶的《创世纪》顶画和祭坛画《最后的审判》，是“前景观艺术
”。　　我又驾驶着超时空的想象力之舟，先放舟罗马，请上刚画完西斯廷祭坛画的米开朗基罗，一
同飞往日月潭。　　杨英风早在日月潭教师会馆前等候我们了。　　一眼望去：一个满月形的大弧框
大门，圆含着一幢形如展翼白鸥的五层建筑。“白鸥”前是一泓碧水。36岁的杨英风领着我们走进“
圆弧”，来到池边。七只大写意的刻有古代凤纹的凤凰围绕着圆池。我请米开朗基罗观看，他说看不
见。我感到奇怪。杨英风悄声在我耳边说：“你怎么忘了呢?罗曼·罗兰不是在传记里写了吗?他画西
斯廷顶画，眼睛长年累月向上看，低头就看不见下面的东西了，他看书都得举到头顶上去才能看得见
呢。” 　　哦，对!我连连说记起来了，记起来了。　　这时过来一位女士，杨英风连忙介绍：“这
是名建筑师修泽兰女士，教师会馆的建筑是她设计的。有幸同她合作，才能完成这中国式的现代景观
雕塑。”　　接着，他俩向我们介绍这个作品的来龙去脉。台湾中小学教师自行筹款，建造第⋯—座
教师会馆——供教职员工休闲、康乐活动的共享空间。出仟过师大校长的教育厅长刘真，邀请修　　
泽兰设计建筑主体，请杨英风设计雕塑。杨英风想的不是在建筑旁放几件锦上添花的雕塑，而是要把
整个教师会馆设计成台湾第一件把建筑和整个环境当做雕塑来做的景观艺术品。这个大胆的想法得到
了建筑师的鼎力支持。杨英风说服建筑师将两翼四层楼正面的全部窗户取消，以覆盖两幅巨型浮雕，
其采光由背面大窗来解决。　　杨英风受“日月潭”三个字的启迪，以日、月为题来做两幅浮雕，既
表现教师是知识的日月，是人类高智商之源，又与风光旖旎的日月潭的人文意义相对应。　　说着说
着，我们走到了右冀建筑的大浮雕前。　　杨英风解说：“这一幅8x 13公尺的大浮雕，其灵感来自‘
日月潭’的‘日’。这位体魄魁伟、神采奕奕的阳刚男子是中国的日神。他高举的双手隐没在云雾中
，掌握着宇宙的一切。他两手的上方，有一个椭圆形的环，代表行星的轨道，其上的一颗圆球是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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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微观世界的原子。日神脚下和身旁有许多强有力的线条，显示出他至高上的权威。日神下方的
图形，宛如一条跃起的大鱼，或是一条宝筏，正载着日神在无垠的太空滑行。日神右下方是日月潭环
境中的秀丽群峰，左下方是日月潭中光华岛的写意图。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教师们传授给大众知
识，其中所蕴含的伟力，就像是使万物生长的太阳能，是日神之能。”（注一）　　“那么，那左翼
的月又意味着什么呢?”米开朗基罗问。　　杨英风把我们领到左翼。奇怪，他脸上的亢奋愉悦的神情
不见了，脸色阴霾，飘满着沮丧、委屈、无奈的愁云。更奇怪的是，他不是像介绍右翼《日》那样边
指浮雕边讲，而是背朝《月》浮雕，像背书时地陈述，所说之词与浮雕大相径庭。　　“在弯弯的上
弦月上，坐着一位裸体的倾国倾城的美女，她是中国月神一”　　米开朗基罗打断杨英风的话：“不
对啊，浮雕上的月神是穿着衣服的呀。”　　　　“毕加索先生，您看这件《升华》，高达九米，非
常壮伟；其上射向太空的线条，产生飞腾的动感；这不是一块巨石雕成的，而是用白色和绿色的大理
石堆起来的。总之，有伟、有飞、有堆。伟，是巍巍之山给的神韵；飞，是二十世纪人类快节奏的精
神图腾，也是瘦、皱、透合成的灵动；堆，是系统、是结构、是‘场’。这个‘场’是您首创的。您
的《格尔尼卡》名画，我认为就是美术史上第一幅‘场性构图’。”　　我还特别说明，杨英风虽是
卡普兰“雕塑野宴”的鼓吹者和实践者，甚至台湾媒体还称他为“东方的卡普兰”（注三）；但是，
他“烹饪”的野宴雕塑，与卡普兰的大相径庭。卡普兰是在大自然的石头上刻一些个人的神秘符号；
杨英风则是按中国玩石的传统，选石堆出自己的意韵。　　我送了毕加索几块从台湾花莲三栈溪拾来
的奇石，有蔷薇辉石、金瓜石、水纹石、虎石。毕加索被这些大自然的抽象杰作震住了，两个西班牙
的黑眼睛大放光明，顾不上对杨英风关于　　抽象“雕塑野宴”的鼓吹而提出什么质疑了。　　我告
诉毕加索，杨英风在艺术上非常善于应变。他在罗马住了三年，已经懂得现代艺术具有商品性格，他
要仿效达·芬奇当年向米兰公爵写自荐信推销自己的才华一样，向台湾企业家推销自己的景观雕塑，
还向媒体提出“财智合作”的新观念，改卡普兰的“野宴”为杨氏的市宴，变石雕为钢筋混凝土雕或
铜雕。这个举措，使他立竿见影地接到了订单。　　我拿出两件“市宴雕塑”的照片来请毕加索观看
。　　一件是立于台北市敦化北路国际大厦七楼良友工业公司进门处的大铜雕《起飞》。这件室内景
观雕塑非常气派，上顶天花板，长贯整个房间。抽象的造型，既有皱、透的简约多变的结构，又有伟
、飞的摄人心魄的气势。那通体的古色古香的铜绿，显得与山河一样古老。这不是中国古典园林中的
假山，而是只此一家的市内景观雕塑，因此成了台湾雕塑界和媒体一时的热点。　　第二件是立于裕
隆汽车工厂前的钢筋混凝土巨雕《鸿展》，杨英风称之为工业与景观雕塑相结合的第二号作品。（第
一号是大理石厂前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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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把眼睛从眼眶里取出来，放入高天云霞的脸庞上。　　呵！巴黎也是件雕塑—有大地背景的高浮
雕。　　不，是太空里的景观雕塑。足足雕了二十个世纪——从公元一世纪，古罗马凯撒大帝入侵高
卢时，在他的《高卢战纪》中所记载的那个塞纳河中西奈岛小渔村开始，直到法兰西第五共和总统密
特朗所主建的十大建筑—的景观雕塑。　　“景观雕塑”！这个词，像轰击原子核产生核爆炸的中子
，轰爆了我此刻的一个写作冲动；要在这巴黎的景观雕塑杰作里，为当代中国大名鼎鼎的景观艺术家
、雕塑家、版画家、油画家杨英风教授，写一本艺术评传。　　也许别的名人传想告诉你，如何才能
成为名人——即你读了若照此做去，就会复制出一个名人来。请千万别相信，传记没有复制天才的功
能。名人的造就，是“命定部分”和“非命定的自我实现”的随机组合，没有自然科学实验那样的“
可重复性”。我写这本名人《杨英风传》，只是借他的光，要给您：　　在精神上延寿一个花甲；　
　增添一个民族记忆；　　观赏杨英风与米开朗基罗、毕加索还有我的超时空超生死的艺术对话。　
　名人的人生，相对于非名人的人来说，可能有趣得多，有意思得多。读名人之传，那是借文字的一
叶扁舟，独自神游名人的九曲十八弯的生命之河，体味两岸的非同寻常的风景，在白日梦里把名人的
人生让自己再活过一遍。杨英风在1952年就做了一个很精彩的《稚子之梦》铜雕：一头小牛正在做着
彩虹般的未来之梦。他的生肖属牛，他说他生平所雕所画的一切，都是彩虹下的青草地之梦。我将用
文字来解他的这个梦，如果你愿看，就让你重演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景观雕塑家之梦，让你的人寿，
在白日梦中延长了一个花甲。这个精神延年益寿法，不是很神妙吗？　　我还要给你典藏一个“民族
的记忆”以丰富你的智能库。每个人的记忆，是由个人体验过的大喜大悲事件所刻下的断片的集合。
一个民族的记忆，是由各代在各个领域里的名人名事所烙下的印记所集成。一部文明史，是民族精英
创造的历史，是大众对精英模仿的历史。　　中华民族在雕塑方面留下了哪些“民族记忆”呢？　　
考古发现，公元前四千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东北“红山文化”，其浪漫的玉雕猪龙、写实的裸体孕妇
、女神陶雕，已成了“中国特色”的雕塑“胚胎”。商周先民在青铜器和玉器上刻下了精致的神秘的
“狞厉之美”。秦始皇陵墓里庞大军队的列阵—八千余件等身的兵马俑陶雕，被世誉为“古代世界第
八大奇迹”。西汉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等一组巨大石雕，东汉张将军墓葬里的“天马回头笑紫
燕”的《马踏飞燕》，铜马俑滑稽逗人的汉俳优陶俑，还有精致灵动的汉砖汉瓦的画雕，标志着中国
雄浑刚健灵性的“雕塑体系”已经发育成形。魏晋南北朝开启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显示了更强盛的
艺术活力，在云冈、敦煌、龙门、麦积山凿下了惊世的硕大无比的佛雕，造就了中国雕塑博大的基础
。唐代更为精湛成熟的本土化佛雕，唐代帝王陵墓前的独具一格的大型石狮、石马，以及特有的“唐
三彩”，把中国雕塑推向了高潮和顶峰。然而，雕塑史家证实，唐至清的一千多年，中国雕塑就从高
峰滑落下来了，像欧洲的中世纪一样，几乎“千年无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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