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曾为钱伟长先生塑过两尊铜像。

一尊是 2000年为其塑的头像。

一尊是 2010年为其所塑的立像。

钱伟长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 教育家和杰
出的社会活动家。 在应用数学、力学、物理学等
科学领域成就卓著， 被誉为中国近代 “力学之
父”“应用数学之父”。 对中国高等教育建设也贡
献良多，曾提出过一套完整、丰富、系统、科学的
中国高等教育理论。 他还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副
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领导职务，我曾数次与
钱先生交流，聆听他的教诲。 时光飞逝，记忆犹
新，略记片段，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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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在为钱伟长（左）创作头像

“创造是综合的结果”

钱先生是江苏无锡人。无锡是
我的第二故乡，早年我于无锡求学

习艺，无锡的一方水土和深厚的民
间艺术积蕴，给予了我艺术生命成

长的最初滋养。
记得第一次与钱老见面，是

1996年初春，在南京的东郊宾馆，

我因欲为钱老塑像，应约先去为钱
老拍照。钱老见到我，很是高兴，拉

着就开始畅谈，聊着聊着，兴致高起
来。钱老兴奋地跟我谈起科学与艺

术的问题，他认为两者要结合，他举
例说：“比如我们设计空调，不要简

单只看作为工业产品，要重视它的
造型美，工业制造要强调设计的美

感。我们在空调设计和生产时，要充
分考虑到它将会放置在什么地方，

放在什么样的家庭里，是三室一厅，
还是两室一厅，是东部发达地区，还

是西部欠发达地区，不同使用者的
家庭条件基础不同，社会环境关系

不同，这些都要充分考虑。这不仅是
科技生产问题，还是社会伦理问题，

是艺术和美的问题，所以说任何创
造都是综合性的，学科学的也要学

学艺术，学艺术也要懂一点科学！”
钱伟长先生还提到一些大科学

家，人文历史方面的造诣都很深，讲
到杨振宁先生，他对我介绍说：“他是

早年在中国完成了传统文化的学习
之后才出国深造的，他们这一批科学

家，文化艺术涵养都很深。”

其实我知道，钱老自己本就

是一个全才和通才。除了专
研物理学、航天航空学等科

学专业，他对建筑学、地理
学、文学和艺术学都有很高

造诣，且爱好体育。钱老的夫
人孔祥瑛先生，亦是清华中

文系的才女。李清照在《金石

录后序》一文中记载她与夫君赵明
诚的日常：“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

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
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

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
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

听钱老谈科学，谈文化，谈艺术和美，
想想钱老夫妇二人，相伴 60余载，诗

书唱和，相濡以沫，科学与人文相汇，
着实令人艳羡，为后辈楷模。

谈“形神共存”

钱伟长先生的塑像，是在南京
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我的工作室

内，面对面，40分钟完成的。

2000年 5? 20日，钱伟长先生
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后任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蒋树声先生，和时
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韩星臣教授

陪同下，来到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

所，研究所

当时在校园中心的

一片小树林中，黄墙灰瓦的

小平房，古朴而幽静，钱老饶有兴

致地参观了我的工作室。
我提前根据照片先塑好了

钱老雕像的泥塑大型，其实我为
钱老塑像，经历了长时间的思考

和推敲。我拍摄了钱老一百多张
照片，因为当时还没有数码技

术，照片皆需冲印出来。我在工

作室反复审视和翻阅着这一张
张的照片，却总觉得照片中的形

象和我所真实接触、当面请益和
谈心的钱老，不很“像”。不过，倒

是有一张很有气息，恍如钱老笑
呵呵地与我交流。我便依此创作

并多半凭自己脑海中对钱老的
印象和感受，放手而塑，用心灵

和情感去塑形塑神！
此时的钱老，背微微躬着，

精神矍铄，满面笑容。正是一位
循循善诱的学者和长者的形象，

钱老非常随和地站在我的前面，
这一站就站了 40分钟。我全神

贯注，全力以赴，一把泥接着一
把泥将雕像塑了起来。

在塑像的过程中，钱老一直
盯着我看，仿佛一副认真探究的

样子，也许此时他的内心世界也
希望我能真正的“看懂”他。在与

我讲话时，眼睛还会不由得睁大，
他的嘴一直是张开和微笑的。这

无声的慈容，予人以乐观和通达
的感受。创作钱老的雕像并不容

易，因为他和费孝通费老不同，费

老的外形特征是非常鲜明的，表情也

具有标志性。而钱老则需要通过细心
的捕捉并进行夸张表现，我想只要抓

住所塑造对象的神，即使没有明显的
外形特征，也能精彩地表现。中国古

代画论所说的“气韵生动”，即重视整
体意象和气脉。于雕塑创作而言，当

是强调对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和整体

风貌的把握与塑造。由此可见，相对
于整体而言，每个局部的肖似就应统

摄于气象之中。
听现场钱老身边的工作人员

讲，曾经有人为钱老塑像，每个局部
都很像，就是整体看起来不像。钱老

听了这些话后，一边笑眯眯地点了
点头，一边以赞许的目光看着我。我

受到了信任，受到了尊重，一种自豪
与自信油然而生。

泥在我手中，温润而有泥性，不
断呼应着我的探索和表达，我的手

指从雕像的发际

线往下滑动，到眉
眼之间，到微笑的

嘴巴和面颊，当顺
着所塑造的轮廓

线游动，钱先生的雕像呈现在大家
的面前，形象越来越准确，我的心中

也越来越笃定。40分钟后，塑像塑

好了，我停了下来，全场响起一片掌
声，闪光灯也不停地闪烁。钱老走上

前来，端详着自己的雕像，当下直
呼：“了不起，了不起”！

当时我的工作室不大，只有 40

多平方米，里面却陈列了众多的历

史文化名人的雕像，有孔子、鲁迅、
陶行知、齐白石……这些思想家、文

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在这方空间
里，进行着超越时空的对话，灯光映

照铜像熠熠生辉，散发着人性和人
文的光芒，而此时此刻，钱伟长先生

也正立在其中，我的眼前有两位钱

伟长，红泥塑造的钱老神采焕发，与
现实的钱老此刻在我的视线里模

糊、重合……客观形态与精神形式
的同构，正是所谓“相由心生”。

此时的钱伟长先生看着红泥的
“钱伟长”，若有所思，提笔写下“形

神共存”四个字。作为长期在民主党

派担任领导工作的钱老，所题写的
词，与众不同。“形神共存”，不但强

调神，还强调形，形与神是相互依存
的关系，没有形，何来神？费孝通先

生曾为我题写“由象及神”，费老作
为人文学者强调神，更偏重传统文

化的形神关系，而钱老作为科学家
则强调形神的共存，主客观的统一。

我搀扶着钱老走出工作室，钱
老意味深长地说：“这个房子外面看

起来小，里面却很深”！

为父亲铜像揭幕
2003年，时值无锡梅村中学九

十周年校庆，我应邀为钱声一、钱

穆、孙起孟塑像，并定于学校校庆之
日举行揭幕仪式。孙起孟先生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教育
家和社会活动家；钱声一是乡村教

育家，对家乡贡献卓著。钱穆是中国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

家，国学大师。塑像塑就了，钱伟长
先生专程赶来，为雕像揭幕，我也静

心等待钱老来检阅这三尊作品。

钱声一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
乡村教育家，取名挚，乃是一鸣惊人

之寓意，他是钱穆之长兄，是钱伟长
先生的父亲，也是江苏省梅村县四

高创始人之一，该校的历任校长，在
家乡极富声望。惜病逝于 1928年，

年仅 40岁。钱
伟长由叔父钱

穆教养成人。
钱穆在台北去

世后，台湾当
局禁止钱伟长

入台，钱伟长
怀着对叔父的

怀念和感恩之
情写了挽联：

“生我者父母，
幼吾者贤叔，

旧事数从头，
感念深恩宁有尽；于公为老师，在家

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
悲”。令人唏嘘感叹。

钱伟长先生的父亲钱声一先生
的雕像，是我根据当时一张很模糊

的照片而创作的，我立意表现这位
乡村教育家儒雅虔诚的品格和情

怀，他高高的额头，显出天生的灵慧

和聪颖，为人少年老成，有担当，有
情怀。我力图以概括简洁的创作手

法，塑造人物单纯的面庞，以此映照
一位乡村教育者高洁的灵魂。

梅村中学校庆这一天，气氛格
外隆重，根据安排，来到现场的嘉

宾，分别为不同的雕像揭幕，钱伟长

先生被邀请安排为钱穆先生雕像揭

幕。当三尊雕像同时揭下幕时，全场
一片热烈的掌声。钱老在看到父亲

钱声一的雕像时，表情有些复杂，虽
然还保持着笑容，但是目光盯着雕

像，神情有些激动，眼睛微微湿润。
他转过身来，问在场的主持人说：

“我能不能为我爸爸的雕像揭一次

幕？”表情的天真，好似一位幼童向
老师提要求。他以期待的目光静心

等待着答复。此时，这位返老还童的
赤子，他的纯粹，立刻博得大家赞许

的掌声。于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将揭
下来的幕布又重新盖上，钱老一个

人缓缓走上前，轻轻拉开帷幕……
钱伟长先生立在钱声一像与钱穆像

中间，这可是一张中国乡村教育、历
史人文、科学兴国的同框照啊。

我看到此时的钱伟长先生，在
阵阵掌声中含着泪花……

永立人杰苑
在梅村中学雕像揭幕之后，时任

无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郁家树先
生找到我，倡议在太湖鼋头渚建立无

锡人杰苑，并希望我为无锡古今有影
响的历史人物造像。郁家树先生很有

学问，严谨而认真，抱有情怀，当时设
定所选被塑人物皆为古代先贤或当

代已故的在中外有影响力的人物。在

经过专家和史家的论证和遴选后，共
选取了 31位历史人物，我一一为之

塑像。当然，在创作的过程中，无数次
经历由表及里的精神洗礼，塑他们的

同时，他们也在塑造着我。
2010年 7?，钱伟长先生去世

后，经一致倡议，在无锡人杰苑为钱

老立像！我再次应邀为钱老塑像。
钱先生身穿短袖，这是我第一

次见到钱老时的印象。和钱老交谈，
听他讲话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如

昨。钱先生的特点就是微笑，我每次
见到他，都是微笑着的。一位满腹诗

书的科学大师，一位谦谦君子，一位
诲人不倦的师长，以丰富的人生和

卓越的贡献立德、立功、立言，这
“立”着的形象，由此定格！

为谒天地间的这些人杰，我常
常去无锡人杰苑，朝霞升起时，走进

园中；余晖夕照时，步出园子。每每
离开，皆依依不舍，追慕先贤，心向

往之。
人杰苑中立有礼让天下德行大

化的吴泰伯，笔底氤氲六朝烟云的

顾恺之，品性高洁孤傲不羁的倪云
林；这方水土还立有推进民族商业

的乡贤荣德生、荣宗敬、荣毅仁，复
兴中国美术、迥立向苍苍的徐悲鸿，

传承民族音乐的刘天华、阿炳；更有
钱老的叔叔———国学大师钱穆，正

静静端坐于湖边沉思；还有“文化昆
仑”之誉的钱钟书，以及他同时代的

科学家周培源……
钱伟长先生铜像立于其间，滔滔

湖水，微微春山，千载芳名。他对着那
昼夜不息的太湖之波永恒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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