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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魏小杰：

河南省政协常委，九三学社社员，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全国城市雕塑指导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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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雕塑
几乎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可能
很难意识到，秦陵兵马俑与希腊

《胜利女神》、西汉霍去病墓的石
雕与罗马雕塑、山西高平的铁佛
寺彩塑与米开朗琪罗的 《大卫》，
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璀璨的文明星河中，雕塑这
门 古 老 的 艺 术 令 无 数 人 为 之 倾
倒。魏小杰就是倾倒者之一。

许是天赋，许是热爱，魏小
杰把自己的细腻柔情都浇筑在雕
塑里，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作为一位女雕塑家，她生命中涌
动着母爱，以脉脉深情融入其作
品中，那缕缕塑痕体现出她对事
物的精微观察和对艺术表现方式
的探索。”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如此评价道。

采访中，“愉悦”是魏小杰常
说的一个词。每每提及创作，从
肢体到语言、从神态到语气，魏
小 杰 都 流 露 出 满 满 的 喜 悦 与 畅
快，这份纯粹的感情感染着作为
外行人的记者，让人忍不住想要
踏入雕塑艺术的领地窥得一丝堂
奥。

技艺，需要习得，但情感，
却是共通的。情感，对于艺术家
来说是很奇妙的创作因素。雕塑
可以作为情感的表现，不论从主
体的精神心理来看，还是从艺术
作品的内容来看，情感在艺术作
品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加
上熟练的基本功就可以完成雕塑
家们那些灵光一现的创作，做出
来的东西也就会多了一分新意。
正所谓，“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
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
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

雕塑，雕是减法，从材料中
剥去冗余；塑是加法，从里向外
慢慢地加。细究起来，人生何尝
不是如此，减去不必要的浮躁繁
华，留出内心精神世界的轻盈质
朴。深谙其道的魏小杰，将自己
的工作室命名为“悠闲斋”，常以

“悠闲斋斋主”自居，从纷繁俗事
中寻找内心的自在独行。

花 开 记 春 不 记 岁 。 对 于 年
龄，魏小杰看得很坦然，“春夏秋
冬各有花期，真正的力量在时间
手里。”盈盈一笑，一如她的雕塑
作品般，温润、柔美。

自在独行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靳燕

这里的教室有点别致。
没有课桌，没有板凳，十余名学生围成

一圈，每个转台上都放置着一个泥塑人像。
“是在上什么课？”魏小杰跟大家聊了起来。
“空调不太热，屋里还是有点冷，手冻着不
方便操作。”声音温柔，眉眼含笑，在学生心
里，魏院长是一位知心姐姐。

这是一节着衣人体塑造课，通俗来说，
就是给塑像穿上衣服。魏小杰说：“我们的
学生很辛苦的，干的都是体力活。”学生们
笑了，使劲点了点头。

“雕塑专业本科为五年制，学生不仅要
像一般的美术生那样学习素描、色彩，还要
学习人体塑造、金属焊接、3D建模等专业
课。”为了让记者对雕塑有更直观的认识，
魏小杰当起了向导。确实，与郑州大学美术
学院一同成长20年，魏小杰熟悉这里的一
花一草、一砖一瓦。

一楼展厅，不少学生正饶有兴致地看
展，第二届“青青子衿”郑州大学青年教师
美术作品展正对外展出，60余件作品让学
生大饱眼福。“这次共展出了13位青年教
师的作品，让大家‘亮亮相’，用作品交流。”
魏小杰如数家珍，每位教师的情况都能细
细道来。

2月19日至3月2日，魏小杰在中国
美术馆举办了个人雕塑作品展。魏小杰为
这次展览取名“静水深流”。

■ 体力活

“艺术就是要展示给大家看的。”没有
专门的展馆，魏小杰就把走廊的空间利用
起来，从一楼到四楼，每一层都布置得满满
当当，有雕塑、设计，有国画、书法……

摇身一变，美术学院成了新潮“打卡
地”，引来不少校内外人士“到此一游”。

这与魏小杰自由洒脱、不拘一格的气
质很相符。“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喜欢自由、
不喜欢束缚。”凭着纯粹的热爱，魏小杰叩
开了艺术之门，“就想当艺术家。”

20世纪80年代，西安美术学院只面
向西北五省招生，魏小杰一击即中。“当年
陕南才录取了几个人，很多学生都是三年、
五年坚持考，这在当时都很常见。”而魏小
杰所在的雕塑系是隔年招生，“学艺术的女
生很少，雕塑系只有两名，周末举办舞会的
时候我俩都很‘抢手’。”青春期的恣意张
扬，魏小杰记忆犹新。

雕塑艺术是一门苦差事：雕、凿、打、
磨，是脑力加体力的考验。“它是和泥土、石
头、木头、金属打交道的劳动，选择了它，就
是选择了吃苦，然而当我握着手中的泥巴，
我想让它在我的手中再生，把它们塑造成
有骨有肉的生命。”对雕塑的一往情深让魏
小杰甘之如饴，“雕塑的乐趣，在于当下沉
浸的时光，那些时间和体验都属于自己，太
愉悦了！”

这种愉悦感，充盈着魏小杰的生命。
“对专业从来没有怀疑过，很庆幸自己选对
了！”这也是她成为师者后一直想要传达给
学生的，希望学生能选其所爱、爱其所选。

2001年，郑州大学美术学院筹备成
立，魏小杰被“挖”到学院来主持工作。“第
一届本科雕塑专业的学生只有8名，个个都
像宝贝。”雕塑需要做架子、电焊、打石头，有
些同学的体力跟不上时，魏小杰会不断鼓励
他们，“学雕塑比较辛苦，但不能因为辛苦，
就觉得自己做不到，必须要独立完成。”她要
求学生自主创作，“搞雕塑的必须能吃苦，学
雕塑的女生很少有需要减肥的。”

魏小杰把做雕塑看作是一种自我表
达，她常常将生活中打动自己的点滴感悟
深藏、发酵，再以一种新颖方式传达出来，
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达成与观者的交流。

“制作不是什么难事，想法和感情才是最难
的，只要想法有了，心里就有谱了。”

《孕育》就是魏小杰孕期心理的具象化
表达：右手托腰，左手抚摸隆起的肚子，微
微颔首，幸福、期待、忐忑之情溢于言表。雕
塑做完两天后，魏小杰就迎来了一名家庭
新成员。而《孕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放大
落成在上海滴水湖中国名家雕塑公园永久
展示。

孩子的降临，赋予了魏小杰更多创作
灵感。《暖》《三口之家》《思》等作品，用女性
的视角与柔情刻画生命，魏小杰将其归纳
为“家庭亲情系列”。“这不是小我，而是人
类共有的情感，是真正能打动人心的。”

疫情防控期间，魏小杰将《孕育》进行

3D打印，义卖所得捐赠用于抗疫。同时，
动员九三学社郑州大学委员会捐款，并快
速沟通协调把大家的爱心与关切送达湖
北十堰。

“文艺工作者不能缺席。”魏小杰以政
协委员的社会责任感，号召师生与九三学
社河南省书画院同仁，以笔作枪，积极创
作，完成了200余幅高质量的主题性创作，
用艺术作品凝聚起抗灾防疫的精神力量。

■ 发现美的眼睛

人生很多重要决定都是魏小杰自己
做的。

2010年，魏小杰选择回西安美术学院
继续读博。“我那时已经取得正高职称，有
些人觉得‘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了，
没必要再读博士’。”魏小杰不以为意，“艺
术，是伴随终身的学习与感悟，艺无止境。”

那一年，郑州到西安的高铁正式开通。
“实在是太巧了，我觉得这个高铁就是为我
开的。”因缘际会，魏小杰开始频繁往返于
郑州和西安。

行动派魏小杰是那届学生中第一个要
求开题的。“我的课题是山西境内的晋南地
区唐宋元寺观彩塑，对此我考察研究了好
多年，做好开题准备了。”魏小杰的风风火
火把导师都吓了一跳。

在行政与学术间忙碌的魏小杰将寒暑
假充分利用起来，整个春节都泡在租住的
西安美院留学生公寓。“那时，我才发现竟
然有这么多种类的方便食品，吃的防腐剂
不知道多久才能代谢掉。”魏小杰打趣道，

“但这个过程不觉得辛苦，很愉悦。”高效、
高质量产出的博士论文，被西安美院作为
第一批论文全额资助出版。

同时，魏小杰还在中国大学慕课上开
设《山西彩塑》专题，引导更多学生感知中
国传统彩塑艺术的独特魅力，用美育滋养
心灵。“最近正策划开设中原美术篇，涵盖
雕塑、书法、绘画等方面，热爱美术的都可
以学，雅俗共赏。”

“‘中原美术’已经入选郑州大学优势
特色学科方向建设工程。”这背后，有着许
多不为人知的艰辛。2005年，魏小杰倡导
开设“中原美术”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现已成功举办八届，为河南高等
美术学科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撑和学术引
领。如今，郑州大学美术学院所有本科专
业全部入选国家级或河南省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

在魏小杰看来，审美素质教育并非
仅限于在校学生等专业群体，而是全社
会共同期许，“大家都渴望有一双发现美
的眼睛。”

“作为文化大省，目前河南省专门的艺
术场馆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艺术教育的需
求。”魏小杰连续两年提交《建议政府与高
校共建共享艺术场馆的提案》，希望能以政
府和高校共建的形式，对学生和群众免费
开放使用。

多年来，魏小杰早已习惯多重身份的
切换，忙得井井有条，出了名的雷厉风行，

“想做什么，第一时间就强力推进，不敢拖，
越拖事越多。”周末和节假日，魏小杰得以
从案牍中抽身，一头扎进自己的工作室专
注创作，心无杂念，却有万钧之力。

一块一块的泥，对准作物上面贴去；一
刀一凿、一括一指，绘刻着轮廓高低的形
态。“其实，雕塑艺术就是一门做‘加减法’
的艺术。”魏小杰说，所以在雕塑选材时往
往采用质地比较细致的黄土。因为泥巴可
以很好地塑造东西，创作完成后，可以根据
不同的雕塑需求经过不同的过程处理。“比
如，要做成陶瓷就可以用陶泥做直接烧，要
做成青铜就需要再翻模，要做成石头也必
须翻成塑像。”

2018年，魏小杰以“时代楷模”为题
材，完成了《华罗庚》《邓稼先》《王选》《黄大
年》四件铸铜人物雕塑，栩栩如生又姿态各
异。“人物塑像首先得像本人，还须传神地呈
现出其精神气质、阅历风霜，做到形神兼
备。”魏小杰说，最近又确定了一批新的人物
选题，创作时会更加注重塑魂写意，更多地
传达自己对表现对象风骨与精神的融通。

而今，坐落在河南省文学院的《二十世纪
已故河南文学家群像》《河南古代文学家群
像》、商城遗址的《著名考古学家》、郑州大学
校园内的《嵇文甫像》《阎仲彝像》《华佗》《钟
崇香院士像》等人物雕像，以独特艺术语言诉
说着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穿越时空隧道，
完成了生命的对话。”魏小杰说。

■ 人民的艺术

雕塑之于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魏小杰
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儿子，并利用暑假带他走
上了寻找答案之旅。

“让他用眼睛看，更用心去感受。”曾经，
魏小杰与丈夫“合谋”，有意带儿子去欧洲游
学，感受雕塑之于城市的意义。一圈转下来，
儿子说了一句话，“我要学画画。”魏小杰跟丈
夫心里偷着乐，“这一趟没白跑。”

作为高校艺术工作者，魏小杰善用引导
启发式教育，希望能给孩子点燃兴趣之灯。

“艺考并非捷径，只有热爱，才能走得更
远。”魏小杰加重了语气，“我们观察、接触到
众多艺术类大学生及参加艺考的中学生，对
学生、家长们的疑惑与呼声和整个艺考现状，
进行了收集与分析，艺考（主要是省统考）还
存在一些问题与弊端”，魏小杰说，亟须改进
高校艺术招生考试录取方式，筛选优秀艺术
生源。

“让艺术教育回归美育本身。”魏小杰《关
于河南省改进高校艺术招生考试录取方式的
提案》一经报道，便在网上掀起讨论热潮，“这
样的提案走心了”……不少网友纷纷点赞。同
时，省教育厅积极答复，“您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体现了高度的专业性，富有建设性和前瞻
性，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我们将持续优化改
进，不断提高艺术类招生的科学性。”

“艺术从来都不是孤芳自赏，”多年来，魏
小杰主要从事城市景观雕塑和中国传统雕塑
的研究，“喜欢具象写实的雕塑，每一件作品
都是有感而发，希望能唤起更多人共鸣。”

魏小杰的不少作品都伫立在公共空间，
接了地气，有了体温，成为标志性的人文符
号。如北京奥运射击馆的《凝》、江苏淮阴母
爱雕塑公园《囍》、天津人文公园的《胡政
之》、内蒙古鄂尔多斯世界雕塑公园《似水年
华》、银川新月广场《马骏》等，简洁大气、含
义隽永。

“有的大型雕塑会形成视觉暴力，爱看不
看，它就在那里。”魏小杰认为，架上雕塑可随
心所欲把个人意愿体现出来，而城市雕塑是
人民的艺术，应把环境观念及公共性放在第
一位，“必须得考虑它的公共性、艺术性、在地
性，同时受众、抗风、采光、角度、安全性等因
素都要综合考量，过分强调艺术家个人意志
是不行的。”

大型雕塑费时又费力，仅凭雕塑家一己
之力难以完成。“艺术是个人的，而技术却需
要别人来辅助。”魏小杰说，大型雕塑需要设
计小稿，再等比例放大二次创作，内容会更
丰富，细节也会更多，要不断完善、不断调
整，需要助手、工厂等团队协助，完成时间则
半年起步。

从创作风格来讲，魏小杰偏爱学院派严
谨、具象的造型方式，“但我的创作理念是遵
循写实却不拘泥于纯粹写实，注重内在精神
的传递与表达。”

“有些艺术评论会让我进行修改，我是从
来不改的，因为感受是你自己的。”魏小杰说，
作品完成后如何解读则在于观者，作者与观
者共同构成了一件完整“作品”，“作品完成
了，就不再属于我了。”

雕塑是“重工业”，工作周期长，极易导致
情绪不能及时释放出来，魏小杰便以诗歌表
达，“诗歌可以随时创作，做到有感而发。我从
小就热爱文学，我认为人是立体的、多层次
的，有专业领域外的爱好是对人生的一种丰
富。”

说着，魏小杰从桌子上扒拉出来两本诗
集，《心灵的抽屉》与《吟箧萍踪》，“这都是不
务正业的东西”，魏小杰自嘲道，“最近已经忙
得没有诗意了。”

翻开诗集，多是与好友的相互唱和，你写
一首，我回一首，遥以心照。“故纸堆里觅新
意，腰酸背痛面枯荣”“夜，偷走了我的睡
眠”……诗如其人，真性情、不造作，“对我来
说，诗歌创作和雕塑创作都是对情感的抒发，
这两种方式相辅相成，可能在做雕塑的过程
中猛然被什么想法触动，就会记录下来变成
一篇诗歌。”

泥里创作，云上写诗，魏小杰乐哉乐哉。

魏小杰：泥里创作 云上写诗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靳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