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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

○ 李鹤 

国学，在当今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纷繁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这四位国学导师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他们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的

研究态度，和他们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的学者本色，卓然大家。在经济迅猛发展、全球化日益扩大的今天，这种精神依旧不可或缺、难能可贵。

作品选取清华大学1925年创立国学院时，在国学院任教的四大国学导师为创作对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为四位导师最具代表性、且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面貌、衣着和体态。四位导师因其个人经

历和研究方向的不同，其个人精神气质与性情脾气也不尽相同。四位导师均选用站姿，一如四座坚不可摧的山峰，象征着国学和科学精神的不朽，在瞻仰、怀念四位国学导师的同时，召唤今人对

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光大。

由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雕塑学会共同主办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水木清华国际校园雕塑大展”日

前已拉开帷幕。此次展览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活动之一，展览主题定为“人文·科学·艺术”，既寓意清华厚重的人文

底蕴和精神追求，又彰显清华“绿色大学”的办学理念。

据悉，这是中国高校首次举办如此规模的雕塑艺术大展。来自全球32个国家的近450名艺术家投来了897件雕塑作品

方案，作品的创意和质量在同等级展览中均属上乘，充分凸显了展览多元性、包容性、国际性、前沿性的特色。

展览结束后，部分作品将永久陈列于清华园。目前清华百年校庆办公室、清华校友总会及大展组委会正在积极组织

雕塑认捐相关工作，欢迎广大校友及校友企业、组织提出认捐。

水木清华·国际校园雕塑大展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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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董书兵 

乾坤之道，一画开天；开蒙乐学，开物成务。

大学之道，修齐治平；朽木不折，金石可镂。 

乾坤之道，从伏羲八卦的“一”画开始，就

道出了天地阴阳的玄妙精微。去除蒙昧，获

得知识，从记述文明的起源到认识教育的意

义，深刻理解“通晓万物的道理并按这道理

行事而得到成功”的规律。 

大学之道，从培养人格入手，造就“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栋梁。若无有持之

以恒的精神，朽木也无法折断，唯锲而不

舍，再坚硬的金属和石头也能雕刻成精美的

图象。雕塑以金石可镂象征《劝学》的现代

意义，既饱含开启教育本质的思考，并寄语

大学开风气之先的美好愿望。

《星光旅行者》

○ Gueorgui Filin  Italy（意大利）

波浪从海面升起，如同准备飞翔的翅膀。这是一种充满各种积

极愿望的直觉和隐喻，智慧之风引领着旅行者试图去触及和探

索宇宙智慧海洋的新领域。

《凝聚的风景》

○ 陈辉 

作品通过众多的人组合成一个抽象的造型，体现清华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的精神。作品又像一台老式的照相机，把清华的美好风

景凝聚在这一刻。

水木清华·国际校园雕塑大展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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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

○ 项

取残缺刻有文字的石碑造型，在碑身雕刻出耳轮、耳廓形状，并将碑身文字贯穿整个耳造型

之中。石碑本身是记载历史的证物，而历史、文化、艺术犹如风一般从亲历者的耳边划过。

作品《风声》就是历史留声、岁月有声的含义。

《开放的内在空间Ⅱ》

○ Caroline Ramersdorfer 
     Austria（奥地利）

作品用一个水平延伸的建筑结构，

以半开放的形态来引出内外空间的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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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觉者》

○ 曾成钢 

圣人先贤思想的觉悟，普渡众

生，为人类文化思想的进步与

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

献。

选择的七位大觉者是：苏格拉

底、孔子、老子、穆罕默德、

释迦牟尼、耶稣、马克思。这

七位思想者代表着人类的思想

与精神的高峰，其各自的思想

与学说久远地影响着人们的精

神世界和生活方式。

打破时空界限，凝聚人类的精

神智慧。

《梅贻琦》

○ 王帅 

梅贻琦先生个性沉静，寡言、慎言。“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

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深为世人推崇。作品通过具像写实的手法力图体现梅先生

“慢、稳、刚”的性格特征,及“寡言校长”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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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问举办本次国际校园雕塑大展的缘

起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在清华举办？

郑曙旸：2011年4月，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

华诞。自2010年4月起，百年校庆的各项筹备活动

正式启动，并将延续至明年7月。各界人士都在为

庆贺清华的百年华诞积极准备，美术学院责无旁

贷，也应付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举办雕塑大展

的想法最初是由雕塑系提出来的，他们是从更高

的境界出发。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本雕塑是属于

艺术领域的概念，而这次借清华百年校庆的契机

举办雕塑大展，会使校园文化借这个特殊时段得

以提升。

而我们选择在清华举办的关键在于：从历史

积淀来讲，清华大学的人文精神非常深厚。既然

是百年清华，就要使人文精神在新起点上再次弘

扬。我们认识到，在最近50年当中，相对来讲文

科不如原来那么突显，因此我们想通过展览振兴

人文精神。

还有，清华被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

评为全球最美校园，在全球14所入围高校中，

清华大学是亚洲唯一上榜的大学。世界各国的学

校我去过不少，像清华这样能具有如此茂密的植

被，并充分展现原有皇家园林风貌的，确实罕

见。但相比较而言，清华的人文环境氛围却远赶

不上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比如剑桥大学。人文精

神不是虚的，不是光凭言传身教体现，它需要承

载物，例如建筑、景观，而雕塑恰恰是最能够

承载人文精神的形式之一。当时雕塑系主任曾成

钢提议举办展览时说：“清华校园里的石头特

别多，各种各样的都有。石头是中国园林中的元

素，但是实际上石头是很抽象的，既然大家可以

接受这么抽象的形态，为何不能在校园内陈列雕

塑呢？”

雕塑从文化的层面，所表达的内涵比石头要

具体、深刻些。所以从两方面说：1、提高校园环

让雕塑成为校园文化精神的承载物
——专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务副院长郑曙旸教授

○ 本刊记者 刘珊之

境的人文素养，环境氛围，这是关键；2、从技术

层面说，雕塑是最能够承载文化涵养的，在清华

百年这一节点上非常合适。因此，经学院多次讨

论研究，决定由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家协会、中

国雕塑学会三家主办单位共同举办本次国际雕塑

大展，为清华大学百年庆典献上一份厚礼。

记者：这次展览的主题定为“人文·科

学·艺术”，这个主题应该怎样理解？

郑曙旸：人文、科学、艺术这三方面是不

可分割的，它是一个综合艺术的体现，任何一件

作品都应体现这三方面的内容，否则就不能达到

共鸣。展览以“人文·科学·艺术”为主题，重

点在于体现清华大学厚德载物、历久弥新的人文

底蕴和与时俱进的精神追求，彰显清华大学创办

“绿色大学”的理念；体现清华大学倡导的“艺

术与科学”两翼齐飞、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学

术品格；并体现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勇于开拓、

争创国际一流的远大理想。

记者：请问共有多少件雕塑作品投稿参加本

次展览？评审的标准是怎样的？

郑曙旸：我们收到来自全球32个国家近450名

艺术家的参选作品共897件，其中外国艺术家70多

名，共提交了260件作品。国内投稿的艺术家以中

青年雕塑家为主，不仅有当代雕塑领域的领军人

物，也有雕塑界的后起之秀。他们的作品体现了

中国雕塑的整体面貌，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学术价

值。

我们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聘请

了35名当代著名的雕塑家、评论家、文化学者组

成评审小组对作品进行初评与复评。作品的评审标

准主要有以下四点：1．主题鲜明；2．以纪念性

作品、个性化作品、公共性作品为创作范围；3．

应充分考虑校园内景观、环境、建筑物以及行人对

艺术天地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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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环境的视觉感受，与周边建筑物风格协调，

体现清华大学校园内整体艺术风格及视觉表现 ；

4．切合实际，应征作品应在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

上， 能实际地选材并创作，具有可实施性，和作

品的安全性。 

记者：您觉得参展作品的创意和质量怎么

样？有什么突出的特色？

郑曙旸：此次参展作品无论国内或是国外，

在选题上既遵循主题表达又不拘泥于主题，很多

元化，给我们的选择提供了很宽广的天地。我们

可从中选出完全符合清华精神的直接表意的作

品，也有间接表意的作品。这从评选投票的情况

就可以看出。第一轮投票就集中了56件作品，这

在以往的评选中是很少见的，这证明艺术家们对

大学精神的理解有很高的悟性，作品的创意和质

量在同等级展览中也属上乘。要说突出的特色，

就是更加多元化，相同大类的作品几乎不超过5

件，进入复评的150多件作品各个都有自己的特

点。

记者：目前展览工作的进展和各界的反馈情

况如何？

郑曙旸：6月25日，评审委员们对参选的897

件作品平面方案进行评选，选出156件作品进入复

评。8月30日，这156件作品的立体稿件在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学院美术馆4号厅复评，最终入选的国

内外作品共100件。

为了激发清华大学师生的参与热情，让更多

的人感受校园雕塑的魅力，及时了解校园雕塑大

展动态，9月5日，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组织委员

会办公室、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清华大学校友

总会的支持下，我们将100余件雕塑立体方案放置

于主楼大厅进行展出。展出作品受到广大师生、

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更有老校友及一些

企业单位提出要对作品进行认捐。目前校庆办公

室、校友会及大展组委会也正在积极地组织雕塑

作品认捐的相关工作，我们通过展览、画册、网

络等多种媒介方式将作品在社会上发布，由基金

会和校友会分别负责接受认捐。

记者：具体的认捐形式是怎样的？

郑曙旸：捐赠活动分为两种方式：基金会负

责的捐款以项目为主；校友会负责的捐款以单件

雕塑认捐为主。具体的认捐事宜可登录清华校友

网及清华教育基金会网站查询。被认捐的作品会

放大，并根据其内容、形式等选择适合其放置的

环境，永久陈列于清华校园内。

记者：如果永久陈列在校园里，可能有人会

有这样的担心：这些风格迥异的雕塑能否很好地

融入校园？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郑曙旸：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从一开

始我们就是这么定义的。因为清华不是单一的学

科，一定要有包容性、开放性，开放包容应该成

为环境的主题，只有这样才可能称得上是世界一

流大学的环境。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讲的，既然清华已经被评

为最优美的校园，优美的自然环境是她的特点，

这就说明她的背景条件已经很好了，剩下的关键

就是选择合适的地点陈列作品。所以我们相信，

这些雕塑一定可以很好地与校园环境相融合，成

为清华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记者：活动接下来有何安排？希望达到什么

样的目标呢？

郑曙旸：接下来的活动安排有两个目的。首

先，通过百年校庆的艺术性活动这种形式来体现

清华百年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使大家认识到清华

已不是大家印象中纯粹的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其

次，通过从入围作品中选出适合校园环境、可永

久陈列的作品，来陶冶师生们的情操、烘托环境

氛围，使之成为新时代文化精神的承载物。

曾成钢教授（左三）给评委们讲解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