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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钱了，我还是我 ”

“我 个 子，我还是我 ”

“我真去做 资了，我还是我 ”

……

5月22日，清华美院2008级校友石富

接受了校友总会的 访。他所讲述的自己

多年来的 经历，已令笔者感 不已

而其间他一次次的自我追问，又令笔者

入了深深的 考之中。

选择了雕塑，选择了人生

湖南永州 山 ，一座位于 西的小

城，相传是 江的发源地。1986年，石

富出生于 地的一户富足人家。然而，命

运之神并没有过多地 顾这个家庭——亲

人相继 受变故，使得他原本无 无 的

童年 然而止。

管生活 ，家中长者还是全力支

雕塑让我不断去寻找自我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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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富校友在创作中

持 子的学业。也 是 着母亲河 水长

大的缘故，石富有着一 灵秀的心和一双

灵 的手——高二才开始学 的他，

然一路过关斩将，考入了清华美院这座人

才济济的艺术殿堂。

在那里，石富选择了雕塑系。“如果

学习 ，我肯定比不过我的同学， 为

他们都是从小就开始学习的。”石富 着

说道，“但是雕塑对于我们 个人来说都

是新奇的，我可以和他们 在同一起 线

上。”

选择了雕塑， 是选择了人生。从那

时起，石富 “一发不可收 ”，他怀着

一 热 ，在雕塑的世界里释放着激情与

热度。

雕塑让我不断去寻找内心的缺失

苦，是石富 期作 的标 ，也是他

那段时期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当年，刚

刚接到清华美院录取通知书的石富并没有

多少喜悦，不必说上万元的学费，就是从

家 到北京的路费也拿不出。而他又是幸

运的， 老 亲的捐资和清华大学奖助学

金以及校友励学金的资助，不 使他得以

安稳学习，而 让他感受到一种可以给

近 望的人以希望的能量。面对那些和他

一样苦的 子，他决定通过自己的双手为

他们去 取教育资源——在三年的家 考

后，以《中国 子》为名的第一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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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贫困留 儿童》系列作 诞生了。

虽然作 起了一定的关 ，但是

的结果 并没有达到石富所期待的那

样——将捐赠人与 子们联系起来。那段

时间，他十分痛苦，他不明白，为 么那

些爱心人士愿意出资助学， 不愿意要

他的作 。后来他发现，由于年少时的经

历，使得自己一直戴着有色 ，所以看

到的 子都是苦的，作 也随之打上了苦

的 印。有了这个发现后，他 打开自

己 的内心， 有色 ，更深入地

去体会 子与社会的关系。

经过不断地自我 ，石富意识到，

想要 助那些贫困留 儿童，就要创作出

可以走到人们生活中的作 。“我 得雕

塑让我不断去寻找内心的 。”本科毕

业后，经历了硕士阶段又一个三年的

变，石富以 童时代的自己为对象创作了

《中国 子》的第二部《中国 子之 江

行纪》系列雕塑。“我曾经 儿时的 痛

带到了之前的作 中，而正是《 江行

纪》这部作 的调研和创作，让我 走

出了痛苦的情 。”

2015年，从清华美院硕士毕业的石富

来到位于重庆的西南大学 教。 时的

他，内心更加包容，性情也越发平和。特

别是结 以后，稳定的生活和开放的 怀

令他发现那些人们口中的留 儿童， 去

这个社会 性之外，就 大自然里一个个

充满生命力和朝气的精灵。“他们就 小

一样，自由自在地在 林里 。比

起城里的 子，他们 至可以 树 、

下河 ， 情地放 自我。” 子们的

欢乐， 动了石富心 最 软的情感——

作为和他们一样的 村 子，他创作了

《中国 子》的第三部《中国 子之

一样》。“创作这部作 的过程中，我

一直在追寻着他们的生命力，也 这正是

子们的宝 天性，也是我们长大以后最

容 的。”

雕塑的价值是爱和温度

从2012年开始，石富所创作的雕塑作

多次参加国内外艺术 展览，也在不少

赛事中斩获奖项。2018年，《中国 子之

一样》系列作 获选国家艺术基

金，又在2019年被评为优秀项目，石富也

获得了“青年艺术家”的称号，而该

称号 年 评选出15名。

随着作 的不断问世，参与的艺术展

览、基金项目和赛事越来越多，石富在业

内也 有了名气。彼时，一些艺术

资人 找上门， 他 行做 资， 取

更多的钱。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高利益

，石富也曾 过，他不断地 ，不

断地 心自问本文开头的那些问题。经过

很长一段时间的成长与 考之后，他发

现，雕塑的真正价 是爱和 度，这也正

是他想追求的核心目标：希望自己的作

能够更大地去实现作 本身在社会中的

价 。

“德国观念艺术家博伊斯认为，社会

是个大雕塑，人人都是艺术家。作为社会

中的一分子，我希望自己的雕塑可以在其

中充当桥 一 的连接作用。” ，石

富没有走 钱的路。他认为， 富体现在

内心的充实，而非物质层面。“小康生活

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而作 要产生更

大的社会价 。”

受清华大学新百年发展基金“人人参

与”理念的影响，石富创作了很多小体量

的雕塑， 在让更多的人来分享。但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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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发现，小体量雕塑在展览区域很容

让人们 视。 ，他又制作了一部大体

量雕塑作 ，取名《故 的河流》，由童

年、少年、青年、中年及老年五个不同时

期的男性雕 组成。“这部作 可能没有

么市场，但是我 得可以用它来探讨男

性之所以是男性，他在成长过程中到 需

要 么。”而这部作 所展现的正是男性

应该承担的责任与担当，以及精神、能量

与使命的传 ，是其真正意义和价 之

所在。

“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雕塑家”

2015年，石富第一次见到了时任清华

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史宗恺老师。史老师对

于刚到重庆工作的他备加关心，还要带他

去重庆校友会“认门”，但 其要去日本

学习而 。为 ，石富 感后 ，但

史老师 对他说“有的是机会”。当时，

石富并没有 这句话当回事儿。但是没想

到，2016年，重庆校友会年会之际，石富

再一次见到了史老师。这一次见面，史老

师可 “二话没说”，就带他去重庆校友

会“认了门”。

这 看 很小的事儿 让石富始终铭

记在心。“史老师是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

副书记，面对全校 万名学生， 天要处

理的事情一定有很多，而他 然连这样一

不起 的小事都不曾 记。”

工作以后的石富，比本科和研究生时

期更加努力， 为他时刻 记史老师对他

说过的话：“石富，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伟

大的雕塑家。”

也正是这句话，鞭策着石富不断前

行。2017年，到重庆去看望校友的史老师

又对石富说，要在清华为他办一个展览。

“我听了以后既 张又深感责任重大，也

不知道是不是真能实现。” 管心存

，石富 然 心 力地去完成作 。由

于各种原 ，展览连续两年都没能做成。

“但是，直到 访前，史老师都一直在推

进展览的各方面工作。”

“有这样一个人，一直 考着你的前

途，一直在为你做事，这真是让人 感动

了 史老师 天要 那么多事，要关心那

么多学生和校友， 一直在 助我筹划着

展览。我 得自己一定要做得更好，所以

生病或者身体不 服的时候，我一 都是

就忍过去了。”

石富曾说：“艺术于我而言，是一个

让心灵平静的过程。”11年间的创作经

历，正是他不断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

他发现了雕塑真正的价 所在，并始终坚

初心，努力 建爱与 度的桥 他不

老 亲的资助之情，在完成学业的同

时，为家 的 子们打造了一个艺术教育

平台，并力求可持续发展 他在经受了

与 之后，更加具象地传承着清华精

神与力量。我们祝愿他今后的人生，能如

美国著名女诗人狄金 所言：“如果我能

使一 心 于 ，我就不 生。”
石富校友接受采访后留影。左起：许星全、

石富、黄文辉、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