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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原则对中国城市雕塑可持续发展的启迪

王　鹤１，　朱国新２

（１．天津大学 建筑学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２；２．石家庄铁道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近年来，围绕城市雕塑建设方向、形式选择、位置变更等宏观或微观问题爆发的争

议屡见媒体，不同领域都在探索城市雕塑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立足中

国国情，借鉴绿色建筑“以人为本，低碳节能，节约用地、用水、用材”的原则，结合城市雕塑论

证、规划、设计和施工的实际流程，进一步提高设计活动中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才能在一定程度

上有效节约城市雕塑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的资金、人力、能源以及土地损耗，为城市雕塑可持续

性发展及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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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快

速发展，中国城市雕塑建设也进入空前繁荣，产生

了一系列具有经久美学价值的精品，在较大程度

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但

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也不

可避免地 带 有 中 国 快 速 城 市 化 进 程 中 的 一 些 问

题。首先，中国城市雕塑尺度及其配套广场尺度

普遍比欧美国家同类型作品大，由此占据城市核

心区土地，影响所在地交通系统升级；其次，城市

雕塑高度重视夜景照明，由此带来高耗能与高排

放的问题；再次，部分城市雕塑在主题内容与外在

形式上与周边人文环境格格不入，遭到公众反对

并引起舆论争议。２０１２年由搜狐网主持的“十大

丑陋雕塑”评选引起全国舆论反响就是此领域最

典型的舆情事件。城市雕塑建设领域的这些现象

不但影响了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而且对和谐社

会与生态文明的构建造成了阻碍。无论从社会大

气候的宏 观 层 面 还 是 从 行 业 发 展 需 要 的 微 观 层

面，如何为中国城市雕塑摸索出一条现实可行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已经势在必行。［１］

就在城市雕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仍在摸索之

时，现代建筑领域对“绿色建筑”的探索早已如火

如荼，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推动下，以“以人为

本，低碳节能，节约用地、用水、用材”为原则的绿

色建筑原则快速普及，相应理论探索与标准制定

不但带动了绿色建筑材料的开发与利用，更提高

了人居环境的和谐度。［２］这无疑为城市雕 塑 的 可

持续发展带来了宝贵的启迪。因为现代大型城市

雕塑，特别是抽象雕塑在尺度、材料、设计与施工

方法上已经与现代建筑越来越相似，这是借鉴、依
托绿色建筑相关原则实现城市雕塑可持续发展的

理论与实践基础。［３］但是，在运用绿色建筑相关原

则为城市 雕 塑 可 持 续 发 展 服 务 的 同 时 也 需 要 看

到，绿色建材与城市雕塑绿色材料在很多要求上

还存在差距。首先，建筑材料使用量大，对单一材

料的技术攻关与加工能取得更大规模效益。相比

之下，城市雕塑在任何一座城市中数量普遍有限，
且由于具有艺术属性，形态以弧线和不规则型为

多，难以运用模数化型材。其次，建筑具有经济服

务功 能，其 首 要 功 能 在 于 保 障 内 部 人 员 生 活、工

作，因此绿色建筑材料不但强调自身是否具有可

循环特性，更侧重于避免冬季内部热量外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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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室外温度保存，这是雕塑材料所不需要的。［４］

综合上述正反两方面因素看出，在中 国 当 前

国情下，绿色建筑相关概念运用于城市雕塑，特别

是大型城市雕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探索将绿色建筑设计的“以人为本、
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原则运用于现代城市雕塑

设计领域的可能性，为最终实现中国城市雕塑的

可持续发展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城 市 雕 塑 设 计 中 的“以 人 为 本”
原则

　　以人为本是绿色建筑的核心思想之一。就城

市雕塑赞助者与设计者而言，将人放在首位必须

首先了解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所组成的相互关联的

群体，即社会系统。无论文化人类学家还是社会

学家都认为，社会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系统，而“社

会系统是以社会人为质料因素和以社会（社区）为
活动因素所形成的系统。”［５］如果 从 这 个 角 度，特

别是从社会行动系统的角度看，大多数城市雕塑

的策划阶段本身就起源于社会系统为维持自身稳

定性而作的尝试，因为目前所见绝大多数中国城

市雕塑的赞助者和接受者（经常还有创作者）都处

于同一个大的社会系统中，他们之间拥有共同或

相近的文化结构以及“相互联系的符号体系”。因

此，作为城市公共环境中的重要要素，城市雕塑设

计中必须将“人”，特别是具有艺术文化需求，并将

与城市雕塑长期相处的公众放在首位。城市雕塑

落成后将以视觉形态和视觉形态所具有的象征意

义存在于城市空间中，它会从精神角度作用于社

会公众的诸多方面。主题高远、形式美观的城市

雕塑，如广州的《五羊石像》和深圳的《开荒牛》都

是这方面成功的个案，有意义的城市雕塑满足了

该社会系统希望保持其内部成员集体记忆和文化

认同的需求，在提高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反之，城市雕塑也依靠这一社会需求的存

在而存在，因此这一社会系统内部的成员组成结

构发生重大变化时往往对该城市雕塑的物理或艺

术寿命长短造成重大影响。在这一点上，近年来

部分国内城市雕塑在论证和设计中没有将公众放

在首位，没有广泛征求意见，也没有认真进行环境

调研，导 致 作 品 落 成 后 遭 到 公 众 非 议 甚 至 反 对。

２００３年拆除的 杭 州 西 湖 畔《美 人 凤》就 是 这 方 面

有代表性的舆情案例。
要实现以人为本原则，城市雕塑应以 主 题 上

能唤起大多数人感动，视觉上能令大多数人愉悦

为首要标准。通过将社会系统诸要素纳入城市雕

塑设计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城市雕塑建

成后周边居民以及公众舆论围绕其形式、内容和

迁移活动等展开的争议，有助于促进社区民众与

建设部门间的相互理解，就一定层面上的艺术与

环境问题凝聚共识，为促进社会和谐做出应有贡

献。此外，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城市雕塑的外延已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开始逐渐与公共艺术相融合，
通过功能提供等方式更好地融入公共空间，因此

要实现以人为本原则，城市雕塑的选址应以不妨

碍交通流线及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标准。

　　三、城 市 雕 塑 设 计 中 的“低 碳 节 能”
原则

　　大型城市雕塑在施工、安装过程中会产生一

定能源消耗，但其主要造成的碳排放量，来自配套

照明设备 在 夜 间 启 动 运 行 时 消 耗 的 不 可 再 生 能

源。为了保证城市雕塑在夜间的视觉效果，设计

过程中往往以保证雕塑夜景效果的最大化为原则

安排照明射灯的位置、照射角度、功率。这些射灯

功率通常较大，耗电量不菲，由此在发电环节会消

耗大量煤 等 不 可 再 生 资 源 并 产 生 可 观 的 碳 排 放

量。如何利用新材料、新技术在这一环节实现夜

景照明节能的突破，是实现城市雕塑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欧美国家最新的公共艺术作品

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值得注意的探索，如英国柴

郡威德尼斯墨西河畔的公共艺术作品《未来之花》
就通过三个风力涡轮吸收风能为金属花瓣内部的

６０个ＬＥＤ灯 供 电，风 速 超 过５　ｋｍ／ｈ，作 品 就 会

渐渐亮起，在晚间视觉效果尤其醒目。这种照明

效果的实现并不是依靠技术层面的突破实现，而

是利用思路创新，将已经广泛运用的材料与技术

相结合并在雕塑作品上创新性运用，成功实现了

低排放的功能，符合绿色标准，在相关案例中具有

代表性和可推广性。

　　四、城 市 雕 塑 设 计 中 的“节 省 用 地”
原则

　　土地是大城市中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而大

型城市雕塑规划用地不但要保证自身占地面积，
为了保证自身观赏效果还要设置周边广场，其最

理想面积应满足相当于城市雕塑高度两到三倍的

观赏距离。考虑到中国城市中的城市雕塑尺度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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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较大，这一土地要求给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带来

较大压力。落成后处于管理、维护阶段的城市雕

塑更深地介入城市人工系统的运转，随着时间推

移，周边人工系统形态变化较快，城市雕塑与人工

系统间就会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很可能导

致城市雕塑的寿命受到影响。［６］近年来多 座 城 市

迁移城市雕塑的起因都是由于土地紧张，原有城

市雕塑用地被转作地铁站、高架桥等，现实更具体

的用途。举例而言，安徽合肥市五一广场大转盘

雕塑《风帆》在落成后二十余年被拆除就是因为环

岛阻碍了交通系统升级。因此任何一座城市的城

市雕塑可持续发展都应以宏观上控制建设速度，

微观上 合 理 设 置 尺 度、形 式，节 省 用 地 为 重 要

原则。

从宏观上说，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都 在 进 行

城市雕塑规划编制工作，该领域的规划编制具有

中国特色，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中相对

罕见。城市雕塑规划在客观上提高了城市雕塑建

设的科学性和长远性，对城市雕塑可持续发展具

有积极意义。但也需要看到，部分城市雕塑规划

往往提出在某一年限前，该城市的城市雕塑要达

到特定建设数量，这应当说是一种对艺术客观规

律不够尊重的做法，容易出现新的“政绩工程”，导
致城市雕塑这样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仓促

上马，产生不利影响。建设部决策层就高度警惕

在一届领导任期内大量建设城市雕塑以“填充”规
划雕塑景观区、带、点的问题，并指出：“编制规划

要遵循艺术规律和公众的意愿，特别是要防止近

期规划建设项目集中和过多的问题，为城市未来

雕塑建设的发展留有充分的空间。”［７］

在微观层面，可以充分借鉴部分发达 国 家 城

市雕塑建设在设置地点上依托建筑，“见缝插针”

的特点。如日本艺术家井上武吉位于日本东京都

广场的《我的天空洞》，就别出心裁地斜倚在建筑

廊柱上，挑向天空，在布满水平与垂直线条的建筑

环境中划出一道微妙的弧线，为严肃有余、活力不

足的广场带来生机，极大地丰富了游人的视觉观

感，提升了广场的人文内涵。同时，作品与建筑的

“联姻”也提升了作品的高度，省去了强化雕塑基

础所需的资金。显然雕塑作者与建筑师、规划师

和结构工程师进行过周密地合作研究。此类案例

无疑对中国城市雕塑在日益密集的大城市中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五、城 市 雕 塑 设 计 中 的“节 省 用 水”
原则

　　水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也是自然环境的主要

组成部分。水景设计传统上属于园林、景观设计范

畴，具体有静水、动水和喷涌等形式。城市雕塑与

水体的结合，为双方都带来了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

间，美籍日裔艺术家野口勇的《水火环》就是能动水

体与雕塑完美结合的代表作。当前，国内很多城市

雕塑也在周边环境中综合设计水体，还有一些城市

雕塑运用水柱的喷射作为基本造型元素之一。应

该说，这些运用形式在极大活跃了城市雕塑艺术表

现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对水资源的 巨 大 需

求。而中国的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四分之一，北方部分省市如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山西甚至低于人均５００　ｍ３ 的严重缺水线。［８］因此

不可避免的是，北方很多城市雕塑的配套水体在一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水状态。另有一些城市

雕塑在配套环境中设计大面积绿地，为了保证整体

效果也需要大量灌溉用水。因此，在中国许多水资

源高度紧张的城市，比如北京、天津，应该将节水，
包括少依靠或不依靠水体带来的表现力作为城市

雕塑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之一。

　　六、城 市 雕 塑 设 计 中 的“节 省 材 料”
原则

　　节省材料是绿色建筑的标志之一，既包括在

初次设计中尽可能减少材料使用，以降低不可再

生资源消耗，又包括在设计中就考虑材料废弃后

的拆解再利用。［９］

现阶段中国大型城市雕塑的选材仍主要以传

统材料———石材、钢筋混凝土和钢 铁 框 架 锻 造 不

锈钢为主。石材体积厚重，肌理丰富，色 泽 自 然，
经常被认为是带有生态属性的城市雕塑材料，但

石材属于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近年来，为了满

足国内对雕塑和装饰石材的需求，河北省曲阳等

一些传统石雕大县已经基本没有可采石材，只能

从外地引入。而且由于材料物理特性，石材的再

利用很困难。这也证明天然材料在社会、经济等

宏观框架下审视并不必然具有生态属性。因此，
石材在今后大型雕塑中的运用应当呈减少趋势。

钢筋混凝土结构具有易加工成型和成本低廉

等优势，但视觉效果通常不尽如人意。且大型钢

筋混凝土结构自重过大，又难以拆解迁移，代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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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就是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垦荒犁》纪念碑

在必须迁移时，最终选择了原作保留，新址原尺度

重建的方案。因此，在城市雕塑设计施工过程中

应减少不可再生材料的使用，尽可能用可反复融

解回炉的钢材、铝材等其他金属材料。近年来，利
用树脂、水泥、铝石粉等加黏合剂经一定加工程序

产生的人造石，也被广泛运用于中国国内建筑装

饰浮 雕 领 域，达 到 了 与 大 理 石 相 近 的 视 觉 效 果。
一些新型的高分子材料也是可以选择的对象。

　　七、结语

当前，绿色概念已经在建筑领域获得 较 大 突

破而在城市雕塑领域还少有人了解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一方面是因为艺术创造的特殊性使得研究

者很少用理性态度分析其艺术生产过程。另一方

面也是因为在任何城市中，城市雕塑的数量总是

远比建筑和其他基础设施少，对其建设过程中和

后期运行时消耗的不可再生资源尚没有引起足够

的社会重视。随着能源、土地等资源紧张状况的

进一步加剧，中国城市雕塑建设借鉴“以人为本、
节能、节地、节水、节省材料”这一绿色建筑原则的

可持续发展道路已经势在必行。与其在未来面对

发展受限的窘境，不如从现在着手，提前制定规划

并完善相应的工程质量标准。依照可持续发展战

略建成并维护的城市雕塑将既能以深邃的主题内

容唤起公众共鸣，以优美的形式陶冶公众情操，还
能在全寿命期内实现对人友好，对环境友好，实现

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城市雕塑的可持续发展与社

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是统一的整体，并将成

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进一步发

扬光大。［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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