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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城亚运雕塑与岭南城市新景观

雷　莹，肖汉江
（广州大学，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摘　要：广州大学城亚运雕塑，构筑了岭南城市新景观，以广州大学城环岛路线的主题雕塑为图像符号。作为

各高校出入口的主干道，“主题绿化带”景观建设，是环境艺术设计的一个新亮点，它起着标识各校区域间的导

向道路作用，昭示环境雕塑在城市景观空间中的价值取向。主题雕塑是传递激情、拼搏、创新的符号，是以岭南

人“世俗化”取向再现大众生活的剪影，象征务实的岭南精神，使大学城环境景观建设具有时代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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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 境 雕 塑 作 为 城 市 景 观 空 间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是传递城市文化、体现城市文明的重要载体。

好的雕塑作品往 往 被 誉 为“凝 固 的 音 乐”、“立 体

的画”，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更用美的形式与内

容来潜移默化地调节人们的心理节奏。

梁思成 先 生 说：“然 而 艺 术 之 始，雕 塑 为 先。

盖在先民穴 居 野 外 之 时，必 先 凿 石 为 器，以 谋 生

存；其后既有 居 室，乃 作 绘 画，故 雕 塑 之 术，实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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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

广州迎亚运的城市改造举措之一，就是在各

比赛区域 的 运 动 场 馆 周 边 进 行 城 市 景 观 和 绿 化

带建设，以突出运动元素和亚运气氛。广州大学

城作为分赛地，按照“运动、拼搏、敢为人先”的主

题元素，以“兼容并蓄”和“创新”的岭南精神为指

导思想，在广州大学城环岛路线的各高校出入口

的主干 道，建 设 了“主 题 绿 化 带”。它 和 环 岛 的

内、外环路，大学城景观绿化带、各校区域等组成

空间体系，具有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是亚运城

市景观建设的一个新亮点。

一、亚运雕塑的纪念性

“广州并不是把亚运会看成一个简单的体育

比赛，而是要把广州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呈现在世

人面前”［１］。亚运会的成功，是广州成为国际成熟

城市的标志。“全民支持广州亚运”，使广州亚运为

体育精神和具有挑战的岭南精神的再现提供了创

新的机遇。纪念性的亚运雕塑将回归其运动性特

征，在适宜的场所表达休闲、娱乐与多样化的功能

本意，满足城市景观建设标志性的风貌展示。

雕塑作为艺术形体的创造，不是以实用性为

目的。雕塑 创 造 意 念、情 感、形 象 的 表 达。雕 塑

宜于运动，变 幻 和 活 泼 自 如 的，即 便 是 外 表 安 静

的形象，也要暗示出它内在的运动。雕塑在形体

语言上表 现 出 较 多 的 自 然 具 象 成 分 和 生 动 化 的

特色，是景观空间的主题形态。

具象雕塑和抽象雕塑是雕塑造型的两大类。

具象雕塑是写实与夸张相结合，抽象雕塑则是形

体符号或 几 何 符 号 与 意 念 相 结 合。二 者 的 表 现

手法都在大学城外环路绿化环境景观中，实现唯

美的艺术空间设计。为协调、衬托、美化、装点环

境和空间，起 到 了 多 元 性、统 一 性 和 现 代 性 的 装

饰效果，雕塑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也潜移默化

地增强了人们的审美意识。

雕塑中以写实的动态蔓延着“运动、拼搏、敢

为人先”的广州亚运主题。在广州美术学院校门

口的主题雕塑（图１），是百米冲刺的场景，横向的

构图和主楼的建筑在色彩和比例上都十分协调。

而广州工业大学门前的空旷建筑构架，与竖向的

投篮雕塑，形成了虚实相映的画面效果（图２）。

雕塑的形式感、虚实形态、动静状态等都围绕

“亚运”项目的设计意念进行表现。雕塑呈现的精

神面貌，是“开放型”形态，具有张力的形式感和运

动特征。表现健康、造型优美、符合环境整体美的

要求。这也是环境雕塑所要传达的艺术语言。

图１　广州美术学院
　

图２　广州工业大学
　

二、雕塑与“主题绿化带”景观

吴良镛先 生 在《城 市 特 色 美 的 认 知》一 文 中

回忆了五 十 余 年 前 火 车 沿 着 严 整 的 城 墙 徐 徐 停

下后走出北京站时激动心情，初临重庆临江码头

的经历和 去 昆 明 过 金 马 碧 鸡 牌 楼 及 雄 伟 的 近 日

楼的感 受。他 认 为“一 般 人 往 往 会 有 类 似 的 经

历：某些具 有 特 色 的 城 市，曾 经 在 某 方 面 给 自 己

留下难忘的印象”。

广州大学城的亚运景观带，以环岛主干线和

各高校建筑入口处为轨迹，主题雕塑的创意体现

了岭南人的 热 情、丰 富 想 象 力 和 市 民、政 府 自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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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的活力。以“主题绿化带”为导向，标识各高

校人文、精神、符号区域的导向道路引导性，在雕

塑主体的塑造上有几个特点。

１．图像符号

在媒体全球化的时代，“亚运”这个大型城市

事件，已经为广州大学城的景观重构和再构空间

的设计提供了重要契机，人们对于地方的感知是

建立在图像技术基础上的全新的媒介景观，视觉

图像与符号成为对外宣传的强势力量。

广州大学 城 的 岭 南 新 景 观，正 是 随“重 大 节

事”起舞，以 岭 南 绿 化 景 观、抽 象 雕 塑、色 彩 搭 配

为特色，让人们记住了属于市民的和谐、健康、自

由的城市 生 活 景 象，场 所 景 象 透 出 了 走 向“公 民

城市”的晨曦，使市民感受到“公平正义与自由幸

福”［２］的氛围。

２．光影肌理

广州大学城外环路的主题绿化带，道路两旁

视野宽阔，由 花 草 堆 砌 的 色 带 上，展 示 着 足 球 运

动员的风采，既是路标，又用运动拼搏的主题，吸

引人们的眼球。在绿色的草坪上，雕塑表现为实

体的、金色 的，通 过 光 线 感 受 雕 塑 体 面 的 转 折 棱

角，雕塑的力度和动感有明显的具像雕塑光影肌

理，亚运精神在雕塑形态上得到展现（图３）。

图３　外环路主题绿化带
　

３．视觉肌理

绿色植物是高大、密集的，雕塑用虚体的、动

感的装饰块面表现，抽象雕塑中穿插不同颜色的

花卉填充，体 积 感 强、色 彩 悦 目。抽 象 雕 塑 不 仅

满足了视觉审视方面的要求，还使得绿化带环境

有一定的参与性。

广东药学院门前的长跑主题雕塑，配合校区

的白色建筑，以 红 色 的 平 板 金 属 材 料 为 主，结 合

几何图形的 处 理 手 法，弱 化 了 雕 塑 的 棱 角，光 影

和肌理的虚实变化使视觉肌理产生影像效果，有

中国传统红色剪纸的平面艺术感（图４）。

图４　广东药学院
　

４．触觉肌理

“主题 绿 化 带”以 实 体 植 物 为 背 景，采 用 不

同颜色、不同品种 的 花 卉 来 搭 配 构 图，装 饰 亚 运

的文化元素，适度 地 运 用 了 光 影 肌 理 的 强 弱、粗

细，触觉肌 理 通 过 雕 塑 材 料 的 运 用 来 传 递 造 型

艺术的美感。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对“雕塑属于模仿的

艺术”进行解释：“艺术在事物外表中所要模仿的

是各个部分 的 关 系，这 些 关 系 应 该 加 以 改 变，才

能使艺术 登 峰 造 极。我 们 肯 定 研 究 部 分 之 间 的

关系可使 一 个 主 要 特 征 在 各 个 部 分 中 居 于 支 配

地位。前一种是结构与精神的联系”［３］。可以这

样理解艺术模仿说：雕塑是再现的艺术。即以通

过再现客观 事 物 为 手 段 的 间 接 表 现，是 抽 象、表

现的艺术，是艺术家直抒胸怀的直接表现。

三、亚运雕塑的时代性

鲁道夫·阿 恩 海 姆 在《艺 术 心 理 学 新 论》中

说：“虽然有人认为，艺术作品本身几乎没有提供

与眼睛的关系，但那时比较成功的雕塑从作品里

引出关系，使 这 些 关 系 成 了 空 间、光 及 观 赏 者 的

视觉场的一种功能”［４］。

环境雕塑的时代性必须与亚运新景观风格相一

致。其尺度、体量、材料、色彩需与环境和谐，其主题

题材要根据特定环境的历史事件和人文意识制定，

其形式和风格由总体环境和“主题绿化带”确定。如

黑格尔说：“艺术家不应该先把雕刻作品完全做好，

然后再考虑把它摆在什么地方，而是在构思时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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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到一定的外在世界和它的空间形式和地方部位，

这一点上雕刻仍应联系到建筑的空间”［５］。

亚运雕塑的时代性意义体现在亚运主题、运

动雕塑、岭 南 景 观 各 大 学 校 区 建 筑 的 交 互 式 互

动。使市民 感 受 城 市 文 化 的 多 元、感 性 和 激 情，

为城市增 加 创 新 活 力。同 时 使 开 放、容 忍、协 商

的岭南精 神 得 到 发 扬。雕 塑 的 尺 度 感 和 抽 象 表

现形式是亲 民 的、并 且 与 生 活 互 动，与 时 俱 进 的

功能设计多 样 性、互 补 性，便 于 赛 后 吸 引 更 多 的

市民使用，减少了后运动赛事带来的浪费。这种

开放的态度，呈现了“公民城市”的宽松状态。

围绕岭南 印 象 园 门 前 内 环 路 的 主 题 雕 塑 是

跳艺 术 体 操 的 运 动 员，激 情 的 红 色 和Ｓ形 的 动

感，传递着 务 实 的 岭 南 精 神，特 别 是 整 体 形 象 有

中国龙和岭南舞狮子的雏形，喜庆的画面透出亚

运的节日气氛（图５）。中山大学校门前的踩单车

雕塑，以深 褐 色 的 凝 重 感，与 远 处 的 计 算 机 工 程

中心大楼相 互 应，寓 意 传 统、现 代 和 对 未 来 的 展

望，奋起直 追 的 动 感，表 现 了 岭 南 人 敢 为 人 先 的

精神面貌（图６）。

图５　内环路
　

图６　中山大学
　

这些环境 景 观 雕 塑 不 再 以 一 种 方 式 去 模 拟

自然，或以 单 一 材 料 制 作，而 是 根 据 情 况 寻 找 新

形象、新材 料，采 用 多 方 位 的 手 段 来 表 现 环 境 之

美及新空间的节奏与韵律。

“抽象雕塑 有 时 是 故 意‘非 个 性’的，它 所 产

生的空间关系像数学公式一样抽象，我们常常会

发现它们 无 意 中 非 常 近 似 于 数 学 家 用 来 阐 述 代

数公式的形象化模型。”

环境雕塑 的 时 代 性 与 亚 运 新 景 观 的 主 观 创

造手法，首 先 是 尺 度 关 系：“虚“、“实”适 度，协 调

景观空间的意趣和提高观赏性，其次是与绿化带

相结合，成为景观的空间元素。

（１）运动雕塑成为大学城道路绿化带景观的

中心视点，使 景 观 更 有 聚 合 力，成 为 大 学 城 的 标

志性景观节点。

（２）线形空间的终点，有完结、引申和指向空

间的作用，并减缓环境中行人运动速度。不仅可

以增加视觉 转 换 方 向，还 可 以 扩 大、丰 富 欣 赏 空

间，使人在 交 通 过 程 中 有 更 多 时 间、转 换 更 多 视

点、更好的心情领略环境提供的乐趣。

（３）成为 景 观 的 标 志 性 入 口，发 挥 各 校 区 间

的道路导向作用，张扬现代环境雕塑的性格。

（４）主体景观结合亚运比赛项目，雕塑与“主

题绿化带”的环境设计走向整体化。

四、亚运主题雕塑传递岭南精神

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明确指出：艺

术家必须忽略“公 认 的”和“未 曾 受 到 公 认 的”传

统形式之间的差别，忽略他所处的特定时代中转

瞬即逝的 知 识 和 要 求。这 是 表 达 精 神 内 涵 需 要

的唯一方法［６］。岭 南 精 神 下 的 多 元 文 化 和 商 业

文化，有兼容性、务实性、世俗性和创新性的文化

特征。具备着四种文化精神，即：革命精神、时代

精神、兼容精神、创新精神。

亚运主题环境雕塑的形、体、肌理、空间的形

态变化，成为了改变人们视觉感受的媒介。亚运

主题环境 雕 塑 一 方 面 将 开 放 务 实 的 岭 南 文 化 的

内涵传递给观者，另一方面提示大家运动场所的

位置。如广 州 大 学 城 体 育 馆 的 比 赛 项 目 有 羽 毛

球，在其门口中环路上的绿化带就展现着羽毛球

运动员的身姿；在广州大学校门口的主题绿化带

上则伫立着击剑运动员的身影，提醒人们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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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比赛项目是击剑运动。

多变、同质、节奏、韵律的雕塑表现，和生活化、

平民化、世俗化的题材，是运动的剪影，是大众生活

的鲜活再现，而这正是岭南人平实的心态和境界。

广州人在迎亚运建设的过程中，岭南艺术元

素的体现，不啻为一种强烈的精神兴奋剂，鼓舞和

激励了广州人将“创新”和“拼搏”的岭南精神，通过

系列环境雕塑反映出亚运城市景观的民族情绪。

广州亚运会为大学城提供了一个重新设计环

岛景观的机会。为突出“兼容并蓄”和“创新”的岭

南精神，一方面，设计师们努力把孤岛上的大学城

打造成一座开放的、绿色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

景观；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所共同

面临的挑战。如何拓宽我们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

的思路？未来我们的城市如何更加绿色？如何让

生活充满活力和挑战？环境雕塑表达了亚运大学

城新景观，是一种直观的图像效果（图７）。

图７　羽毛球“主题绿化带”
　

歌德说过：“无 论 你 们 的 头 脑 和 心 灵 多 么 广

阔，都应当 装 满 你 们 的 时 代 的 思 想 感 情”。通 过

亚运，城 市 新 景 观 展 现 出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城 市 文

化，建立一种 全 新 的、和 谐 的、可 持 续 发 展 模 式，

一个拥有原 有 城 市“印 象”但 又 充 满 现 代 气 息 的

国际性大学城。岭南精神、人文特质在亚运城市

新景观中加以继承和创新。

通过景观设计促进原有多元文化的发展，同

时融合周围的环境因素共同创造价值，而不丢失其

固有的整体性。总的来说，更多的是强调在未来发

展中对岭南本土文化的延续和继承。在环境景观

中植入大量的“绿岛”和“绿芽”，创造出良好的人居

环境，共同组成一个“主题绿化带”。广州大学城展

现给世人的是雕塑与环境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个自

然与城市相融合的多元化中心。延续广州大学城

生态、人文、乐观、活力的发展模式（图８）。

图８　广州大学
　

五、结　语

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指出的：

“艺术的 表 达 在 于 它 的 直 接 的 精 神 性 传 递”［５］。

岭南精神是指导我们建设广州新景观的本源，而

环境雕塑则是艺术形式的传递和情感表达，它震

撼着人们的心灵。

通过亚运 使 广 州 大 学 城 的 环 境 雕 塑 活 力 展

现，运用生态技术对大学城外环路环岛的绿化带

进行再设计，在 尊 重 岭 南 精 神 和 景 观、人 文 特 质

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岭南城市新景观”；强调环境

艺术设计在大学城环岛绿化景观中的地位，在突

出岭南精神的同时，把城市环境景观设计融入生

活、空间、环 境，从 新 景 观 中 品 味“运 动 的 风 格”，

感受岭南“世俗化”的审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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