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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脚步的加快，公

共雕塑大量出现。这也是艺术向生活回归，艺术家向公众回归

的表现。公共雕塑彰显出艺术家所认识的人类情感，公共雕塑

的创造是将主观的情感客观化的过程，是非推理性的符号化过

程。为了让公共雕塑更好地融入公众生活、社会环境，艺术家

应运用理性而科学的思维方法进行创作。而这种思维方式既是

对自然万物的感受与提炼，也是对生活积淀和人类情感的重组。

色彩作为公共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雕塑的情感营

造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情感的传达往往带有历史的

印记，地域的特色以及创作主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同时，它本

身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因素之一。色彩给公共雕塑

穿上了华丽的衣衫，赋予其不同的外部形态，甚至是不同的内

在属性和情感体验。

一、公共雕塑中色彩运用存在的问题

公共雕塑是艺术家通过创造符号来传达情感的一种艺术形

式，而这种情感更多的是通过色彩来传递的。艺术家对于不同

色彩的运用往往都让观者体会到不同的情感。然而经济全球化

和文化国际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公共雕塑开始趋向于同质化，

色彩也随之趋于同质化。公共雕塑色彩的雷同，促使艺术家清

醒思考和重新审视色彩的性格特征，及其传达给人们的情感体

验，从而推进公共雕塑艺术的发展。

目前，色彩仅仅被看作是公共雕塑的附属物，并没有受到

足够重视。人们更多的是只看到了色彩的装饰作用，而忽略了

其对于历史内涵、人文意识、情感的传达作用。公共雕塑本身

也传达着一种情感，而色彩作为公共雕塑的一部分，对于情感

的传达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如何正确地认识色彩

对于表达特定场合公共雕塑的情感的作用是值得每个设计师深

思的问题。

二、概念界定

艾恩斯特·纳盖尔在《符号论与科学》中为符号下的定义

是：“按照我的理解，一个符号，可以是任意一种偶然生成的事

物（一般都是以语言形态出现的事物），即一种可以通过某种不

言而喻的或约定俗成的传统，或通过某种语言的法则去标示某

种与它不同的另外的事物的事物。”[1]这个符号定义强调了符号的

指代性。

色彩是视觉神经对光进行反应的一种视觉神经刺激,它同时

能引起人们共同的审美愉悦。当色彩成为媒介，能指代另一事

物的时候，它也就具有了符号的含义特征。

在一般的心理学中，情感主要是指人这一主体对客体关系

的一种态度。“只有当谈到有机体与满足需要或阻碍这种满足的

客体关系在（这些关系表现体验之中）大脑中的反映时才应该

运用‘情感’这一学术语。”[2]

作为能最强烈地展示城市特征、人文精神的一种艺术，公

共雕塑在让公众发现美、体验美的同时，也能引发公众对于社

会、对于生活的思考。当公共雕塑成为媒介，能指代另一事物

的时候，雕塑就具有了符号的特征。如提到埃菲尔铁塔，人们

就能马上联想到法国。因此公共雕塑也是一种艺术符号，因为

其可以充分表现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精神文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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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和物质生活水平。

色彩是能引起人们生理或心理的情感的抽象手段之一，确

切地说，它是构成人类情感的特征符号。色彩是艺术中最有表

现力的要素之一，因为它的性质直接影响我们的感情，同时也

将情感呈现出来，并转化为可视的形式。

三、色彩表达情感的方式

人们对于色彩的感知可以是直接的，即色彩信号本身可以

直接引起这种感觉，无须借助客体和联想过程，色彩能够通过

人的生理、心理反应而激发人的情感联想[3]。色彩表达情感的方

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古人通过象征性的手法，用约定俗成的

方式使得情感得以继承、延续；一种则是认识的主体通过色彩

带给人们心理或生理刺激，用联想的方式使得情感被认识主体

再创造。

（一）约定俗成的象征性使情感得以延续

色彩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本身就具有象征性的意味。我

们从描绘公共雕塑形式的色彩中，可以归纳出色彩的一些象征

意义；将这种象征意义应用到公共雕塑作品上，就是一种抽象

化的象征性手法。在中国，红色是吉祥、生命、革命的象征。黄

震的作品《五月的风》（图 1）主要运用红色，充分体现了“五

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基调和张扬腾升的民族力量。

此时，红色这种约定俗成的象征记号，明显地具有革命的意义。

此时，色彩所体现的象征意义便是前人约定俗成的使用的延续。

（二）认识主体通过联想使情感得以再创造

色彩作为一种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符号，能引起人们无

尽的联想。而对同一色彩，由于人们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的

不同也会有所不同。虽然对于色彩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前人

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的影响，但是作为个体的具有独立意识的

人而言，对色彩也具有再创造的能力。如在中国，绿色一般能

让人联想到植物，又能想到春天万物复苏，带给人一种清新的

感觉。而在英国，绿色一般让人联想到幼稚、不成熟。不同的

认识主体所联想到的事物也是千差万别的，这正是认识的主体

对于色彩的主观化创造。

四、色彩与公共雕塑的情感表达及其影响

由于公共雕塑的社会价值十分明显，所以它的情感价值极

易消失。但是公共雕塑作为一种艺术符号，它可以将无形的人

类的情感转化为可视的形式，从而被人们感知和观照，因此，公

共雕塑本身也体现了人类的情感。

（一）公共雕塑中色彩是一种直观的情感表达

色彩作为最具有表现力的视觉符号通常以一种直观的形式

出现，其传递的情感也能明显地被人们感知。对于公共雕塑而

言，色彩可以赋予其生气。色彩在公共雕塑中呈现出来的形式

是能直观被人们感受的符号，情感则是以直观的方式传达给人

们地信息。总之，这种情感信息的传递是通过色彩以一种直观

的方式实现的。

（二) 公共雕塑中色彩的不同所传达的情感也不同

色彩有着不同的性格，表达着不同的意义，体现着不同的

风格，亦能表达不同的情感。公共雕塑中不同的色彩，能传达

不同的情感，而通过对于这种情感的认知与解码我们又能感受

到色彩内涵的不同。纪念性的公共雕塑一般为单色且明度低，

如红军长征途中纪念碑（图 2）即以褐色、青色为主。而娱乐性

场所的公共雕塑则运用多色且明度高。如上海月湖雕塑公园的

雕塑（图 3），则主要有蓝色、红色等。纪念性公共雕塑能传达

出严肃、宁静之感，而娱乐性公共雕塑则传达出活泼、喜悦之

感。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公共雕塑的情感体验，是由不同的色彩

所创造的，而这种色彩的不同也能让人们更好地区别出不同公

共雕塑的属性。

（三）公共雕塑中色彩相同所传达的情感亦可能不同

公共雕塑对于色彩所使用的面积、组合方式、整体构图不

同，传达出的情感也就不同。如两座公共雕塑A、B 都使用红

色和白色。A 四分之三的面积为红色，四分之一面积为白色，

而 B 则恰恰相反。那么最终 A 能传达出一种热情、活泼之感，

B 则给人一种严肃、静穆之感。同样是红色和白色的公共雕塑，

由于艺术家对于色彩的使用方式不一样，传达出的情感也就不

同。

在相同的种族之中，除了对于相同色彩构图、组合方式等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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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能带给人不同的情感之外，由于历史的发展，在色彩继

续约定俗成的沿用后，其原始意义也有可能逐渐衰退，甚至丧

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意义。可见，对于同一色彩，不同的历

史时期的认识主体，也会传达出不同的情感。

不同种族对于同一色彩的认知的差异，及色彩约定俗成的

意义的变迁，使得人们在信息解码的过程中解读到了不同的情

感意义，这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这就是文化、地域差异

所引起的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的认知和感受。

（四） 色彩能强化公共艺术作品的情感表达

色彩作为一种特殊符号，本质上是艺术中的符号。对于作

为艺术符号的公共雕塑而言，在所有构建公共雕塑情感的符号

中，色彩无疑是最能被人们直观感受到的，它以一定的象征意

义，参与作品的创造。同时，它也确实增加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并有效地传递了情感。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中的符号是一种暗喻，一种包含

着公开的或隐藏的真实意义的形象。而艺术符号却是一种终

极的意向——“一种非理性的和不可用言语表达的意向，一

种诉诸于直接知觉的意向，一种充满了情感、生命和富有个

性的意向，一种诉诸于感受的活的东西。”[4]所以说，公共雕

塑本身作为传达情感的艺术符号，通过对色彩的运用能影响

我们的感觉，唤起我们的视觉欲望，并能强化丰富情感的传

达，它所暗含的意义也已经超出自身。在公共雕塑中，色彩

更注重象征意义。如奥登伯格的作品《铲子》（图 4），与他其

他的作品如出一辙，都以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用品为题材，运

用了鲜艳的蓝色，希望唤起公众对于现实的热情和欲望，表

现出一种冷静坚硬的浪漫主义风格。而此时，色彩不仅仅增

加了《铲子》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也强化了作品的情感

表达。

五、结 语

如今，科技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大量新材料、新技术的

出现，为公共雕塑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色彩、材

料、形状的不断更新更是为公共艺术情感的多元化呈现提供

了可能。但同时，色彩在公共雕塑中的运用也存在非常多的

问题，特别是公共雕塑同质化现象极为严重，而如何通过公

共雕塑反映特定区域的人们的精神和情感，是每一个艺术家

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艺术家要注重对传统的造型符号的

借鉴与运用，赋予材料新的功能以及对于色彩符号的继承与

创新，从而使公共雕塑能更直接、更准确地表达情感，让公

共雕塑不仅能标示出一个城市的内涵，让人回味一个城市的

历史特色，展现其美好未来，而且要凝聚和传承一个城市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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