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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华章·时代经典

郅敏，1975年出生。中国艺术研究院雕塑院
常务副院长 （主持工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中国国家画院院委、特聘研究员，中国美术家
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国工艺美
术学会雕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城市雕塑建设
指导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国城市
雕塑家协会常务理事，《雕塑》杂志编委，联合国
教科文国际陶瓷学会（IAC）成员，联合国教科文
民间艺术国际机构（IOV）成员。

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法国巴黎文化
中心等举办10余次个人作品展览。作品被中国美
术馆、上海美术馆、宁波美术馆、中国雕塑博物
馆、中国美术家协会、国家艺术基金、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
院、中央电视台、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美国罗德
岛设计学院等收藏。

2022年，作品《二十四节气——立秋》获第
39届意大利佛罗伦萨文学与艺术奖雕塑类金奖，
作品《天象四神——青龙》获“首届景德镇国际陶
瓷双年展”铜奖；2021年，作品《舟》获“2022
北京冬奥会国际公共艺术大赛”优秀奖；2020

年，作品《河图洛书——出水的龙马》获文化和旅
游部“丝绸之路”特别荣誉奖，作品《鸿蒙》获
“明天雕塑奖”金奖、年度大奖；2012年，大型雕
塑景观作品《地方》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2
年度全国城市雕塑建设优秀奖”。

作品参加“达喀尔双年展”、“法国中法艺术
展”、“意大利中国当代艺术展”等国际展事。作品
入选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第六
届、第八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国美术家协会
第一、二、三届“大同雕塑双年展”，中国美术家
协会第一、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展等。

担任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艺术设计评委，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评委，国家社科基金评
委，国家艺术基金评委，“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
金”评委，“明天雕塑奖”评委，“全国青少年雕塑
大赛”评委等。国家社科基金“20世纪中国现代
雕塑的民族化问题研究”课题第一负责人，国家艺
术基金“天象四神”创作课题第一负责人，文化和
旅游部艺术司“近代西方雕塑家个案研究”研究课
题第一负责人，以及主持多项国家级研究课题和省
部级研究课题。

举世瞩目的 2022 年“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
会”适值中国春节期间在北京开幕，二十四节气倒计
时将中国人对时间的瑰丽想象美轮美奂地呈现给了世
界。二十四节气蕴含着中国人对宇宙的理解，古人俯
仰天地夜观星象，根据太阳周年认知天气、气候和物
候变化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指导了农
耕生产生活，亦成就了全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伟大文
明。习近平总书记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出重要
指示，“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
信。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明影响力，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
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在中国传统文化双创精
神的指引下，郅敏的雕塑作品 《二十四节气——立
秋》 正是通过发掘中国古人观测太阳总结时间节点的
文化意涵，凝聚成为物质化的艺术成果，获得了 2022
年意大利佛罗伦萨文学与艺术奖雕塑类金奖。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保护
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生产性保护”等创新概念，文化
遗产通过当代的再创作不断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丰
盈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新时代，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取得了极为丰硕的
成果，具体体现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深挖传统文化资
源，以人民为中心，谱写时代宏伟气象，以艺术创作
赓续传统历史文脉的新追求和新作为。文运牵国运，
文脉连国脉，中国艺术工作者与国家同心而向，守正
创新，事实证明，中国当代文艺只有把根系扎进中华
热土和历史源流，从传统和当代生活中汲取营养，才
能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展现时代之风的
优秀作品。

“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
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于 2016年 11月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不仅
是对中国古代人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活动的认
可，也让“二十四节气”通过重要活动重返当代中国
人的生活视野，加深广大民众对“我们从哪里来”这
一哲学问题的认知。自从高更名作 《我们是谁，我们
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问世以后，艺术家对生命
源流和意义的追问从未停止。中国当代艺术家循着文
化脉络蜿蜒而上，不断通过作品叩问传统文化的建构
方式和传播逻辑，已经成为艺术界显著的现象级创作
趋势。2020 年以来，由中央美术学院丝绸之路艺术研
究协同创新中心策划的 《光阴的故事——二十四节气
艺术展》 在新加坡、卢森堡、韩国等多国展出，并在
武汉、无锡、遵义等地巡回展览，产生广泛影响。展
览以传统节气为主题，以融入当代生活为目标，通过
绘画、书法、陶瓷、设计等丰富的当代艺术形式，铺
陈了艺术家和设计师以衔接文脉传承展现文化身份的
宏大愿景，郅敏的 《二十四节气——立秋》 也参加了
此次展览。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是郅敏近年来非常
重要的创作母题。对这一主题的确认来源于郅敏在
2010 年代前后在美国和法国的游学经历，陌生文化环
境中的生存经验成为其重新确认自我的契机，使他更
迅速而决绝地回到母体文化，回到从日常生活中探求
与传统连接的可能性，也开启了他作为“21 世纪全球
化进程中的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觉。在郅敏最新个
人作品展 《点》 中，“燃、蒙、时 节、方”五个版
块全面而清晰地展现他了对时间的兴趣，更值得注意
的是他创作中通过立表测影、观象授时、二十四节气
等主题对中国传统时间观念的阐释。二十四节气自汉
武帝时期进入历法就和祭祀天地的仪式紧密结合，成
为中国农耕文化的时间坐标，也成为一种哲学化的时
间系统。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总是和视觉意象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惊蛰”抓住了季节的生动之处，这两个
字的组合好像把小虫子在春天初融土地里扭动的身躯
呈现在视线之中；“谷雨”又似乎让我们看见刚钻出
土地的禾苗在春雨中随风摆动，在这样的时间系统
中，人道遵循地道，地道直追天道，和谐共生，生发
出优雅的诗意。和现代主义之前的西方艺术不同，中
国古代艺术一直有表现时间的传统，可卧游的山水画
以散点透视为基本遵循，把观者纳入画面之中，缓缓
展开，叠加着流逝的时间使人沉醉其中。连环画式的
人物画随着主要角色的反复出现形成延续的时间线，

故事情节交代的不疾不徐。
郅敏 《二十四节气》 系列作品从 2015 年开始构

思，用当代的视觉表现形式去表达中国传统文化意象
是横亘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经过长期地思考，郅
敏从 《易经·系辞》 的“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
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表述中得到启发，
结合长期在美术学院教育中培养的写实能力，用两个
人形或分或合、或卧或立的不同姿态产生的关系表达
自然界中阴阳互生，构建起此系列的基本方法论模
型，探求用雕塑表达“中国时间”的当代创作路径。

“计划创作 24 件作品，目前已做了差不多一半。二十
四节气是中国人认识自然的方式，不仅指导着农业耕
作、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也传递着中国人独有的自然
哲学与时空观念。”最近一次访谈中，郅敏总结了

《二十四节气》 系列作品目前的创作进度。综观已完
成的十余件作品，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两个形
象的组合从相对具象逐渐发展为相对抽象，更加聚焦
于对时间模糊性的表达，拉开和当代精确时间的差
距，重新返回传统中国人的时间观念。

自 1993 年进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原中央工艺美
术学院） 陶瓷系算起，郅敏从事陶瓷材料的研究超过
30 年。陶瓷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在地大物博的中华大
地，由于区域土质特点和烧制方法形成了不同产区特
色。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家族中，陶瓷亦是
非常重要的门类之一。陶瓷是人与自然，与时间共同
造就的艺术，深入中国人日常生活，塑造了中华民族
的文化精神，成为文化意蕴丰富的物质载体。在郅敏
个人作品展的开门见山之处的记录片中，他一直在强
调“不要急、不要急”，这是对时间的承诺，也是对
陶瓷材料特性的尊重。由于窑炉尺寸的限制，陶瓷走
进公共空间长期以来面临着来自材料的特殊难题，郅
敏决心直面问题，转向中国造字方法的潜心研究。东
晋书法家王羲之耗时数年专攻“永”字，横钩竖、点
撇捺，中国文字的笔画和间架蕴含在此字中。郅敏也
从“永字八法”获取了重要灵感，用单体颗粒作为造
型基本方法，消解陶瓷材料限制性因素，发挥材料本
身文化源流深远、产区特点丰富的优势，建构了其近
十年作品的形态特点。《二十四节气》 系列作品中的
每一个陶瓷单体都被安装上强力磁铁，在钢质内芯上
的位置随意变换，观众可以饶有兴致地拿下来两块，
随意的变换位置，再调整，形成新的视觉感受，这在
实际上也为郅敏的创作开辟了两个可以延伸的改变。
一个新的变化是作品的体量，单体拆解类似于中国古
代建筑中的砖瓦结构，可以无限复制，使作品的尺寸
不再受到限制，由颗粒本身带来的空间可变性使我们
触摸到艺术家对不确定的空间或形态的兴趣；第二个
变化是艺术家开始考虑到受众的问题，这使得他的作
品格局更加开阔，和观众一起互动，甚至完成作品的
想法让他激动不已。

2022 年 12 月 3 日，经第 39 届佛罗伦萨文学与艺术
奖评审委员会评审，郅敏 《二十四节气——立秋》 荣
获雕塑类金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艺术家。
该奖项诞生于 1983 年，由佛罗伦萨欧洲文化中心主
办，以延续佛罗伦萨为代表的文艺复兴精神为主旨，
每年举办一次，褒奖全球杰出的文学和艺术创作者。

《二十四节气——立秋》 获奖理由提到：来自中国的
雕塑家郅敏作品 《立秋》，以东方古老传统材质陶瓷
为媒介，把中国土地上农业文明的“节气”这一看不
见的事物赋予了看得见的形体。这是“中国时间”的
一种现代表达尝试，对人类全球化进入“国际标准时
间”并逐渐生成精神困境的今天，具有警示、回归和
校准意义。佛罗伦萨作为文艺复兴的故乡，很高兴授
予郅敏作品以最高金奖，并对这一雕塑家的今后创造
寄予期待。

随着全球城市化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文化
多元化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虽然“二十四节
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农事技术指导方面的功能已
经减弱，但其蕴含的文化意义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认
同的重要基石，亦可以成为当代可兹利用的文化资
源。郅敏 《二十四节气——立秋》 经由视觉意象传递
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立场，表达中西方文化传统对

“时间”这一人类共有抽象概念的不同阐释，是“文
化自信”在艺术家个体创作中的具体彰显。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博士、北京工业
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师）

视觉意象之中国时间
——郅敏“二十四节气”雕塑作品

盛静

二十四节气《立秋》陶瓷金属 120cm×50cm×90cm 2019年
2022年获佛罗伦萨文学与艺术奖雕塑类金奖作品 郅 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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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档案

二十四节气《小雪》 汉白玉
75cm×45cm×40cm 2021年 郅 敏 作

二十四节气《惊蛰》 陶瓷金属 300cm×180cm×210cm
2021年 郅 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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