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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的时间对于蒋铁骊来说，已然

不是那么宽裕，几乎每一个晚上，他都会
独自来到工作室，偌大的白色空间里，与

这些当年的革命先锋们久久相对，如同
与他们进行一番火光四射的精神对话。

夜深人静，艺术家创作细胞在宁静
的空气里被激活了，白天嘈杂中无法观

察到的细枝末节，此时便会在此刻如退

潮的海滩般浮现出来。每多坐一小时，蒋
铁骊就会多发现一个问题———手指头是

不是太干净了，太圆润了？或者，谁的鞋
太厚了，脚丫子显出了笨拙？哪一位的肩

膀是不是要再端起来一点点，或者往后
再打开一点点？还有，此处的皱褶做得太

干净了，要起点冲突才好，但温和与冲突
的分寸在哪里呢？于是拿起一块泥，在这

处补一下，拿起平板在那处又推一下，将
原本的喧嚣之感平复一些。

接受采访的这一刻，蒋铁骊望着斜
前方李汉俊拂着西装衣襟的那只手，就

感觉到了微微的不妥，他努力寻思着，
“究竟是因为灯光光线的关系呢，还是原

本的线条生硬了几分”？

13位党代表在蒋铁骊的一抹一铲
中，变幻出了节奏，就像哼着的乐曲，有

疾有徐，有紧有缓，有高有低，待蒋铁骊
一回过神来，创作红色题材的使命感又

再度翻涌而上，与乐曲交替出现。一个艺
术家真正的表现能力即在此吧。

“红色题材的创作也许是一些艺术

家原来不曾有过的经历，但是，这是时代

赋予的机遇，任何艺术工作者都应该为
此而感到幸运。今天，当我们放眼全世

界，能够给与艺术家这样的创作机会和
条件的国家并不多，而我们，正在记录

历史。”蒋铁骊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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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乐梦融）3 月

19日至 6月 6日，上海复星艺术中
心将举办的“安藤忠雄：挑战”大型

回顾展，聚焦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建

筑设计生涯，在上海展览现场将首
次复现其经典之作“水之教堂”。

在昨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安藤忠雄通过网络向中国观众隔空

致意：“从此刻起，不自我设限，超越

自我，不断挑战。”

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建

筑设计师之一，安藤忠雄摘得过普利

兹克奖，其独创“清水混凝土”风格

引领了审美革新，对混凝土、几何结
构、天然光的非凡运用以及将自然因

素引入建筑的设计理念获得认可。

此次展览通过经典建筑作品的

再现以及精致的建筑模型、详尽的
设计手稿、书法篆刻、以及大量独有

影片、旅行笔记和照片全景展现日
本建筑大师的传奇人生。

据悉，展览将在一层再现安藤

忠雄的经典作品“水之教堂”。它是
安藤忠雄 1975年为日本北海道设

计的作品，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唯
一一座以“水”为主题的教堂。作为

安藤忠雄的经典作品之一，“水之教

堂”以面朝河面的设计，让建筑对自
然敞开怀抱，在设计上既保留了教

堂的神圣与庄重，又巧妙地将光和
水引入教堂，充分体现了安藤忠雄

对自然元素的提炼与抽离，并将其
与建筑融为一体的设计理念。

本次展览还将部分再现安藤忠

雄非常有意义的建筑设计———“住
吉的长屋”，这栋建筑让安藤获得日

本建筑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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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其实

就是手和材料
的关系，雕塑家

运用自己的创
造能力，使手和

材料产生关联，

通过手的劳作，

改变材料的状

态。这是灵魂与
材料的碰撞。每

位艺术家的碰
撞过程都不一

样，碰撞出的结
果就叫雕塑。

在《伟大的
开端》 的旁边，

是蒋铁骊的另
一件代表作《瞿秋白》，那是为

多伦路所铸的瞿秋白，那也是
生活在多伦路时期处于人生

较为放松阶段的瞿秋白。

瞿秋白的文艺才华还没

来得及充分施展，生命就要被
“罪恶的国民党的子弹” 所剥

夺。蒋铁骊甚至省略了面部刻
画的若干细节，用寥寥数笔表

现了长袍的衣纹，带着强烈悲
愤的情绪特征。 高高的额头、

饱满的天庭、 微微颤动的嘴
唇、被眼镜遮住的眼睛，这

些刻画看似不露痕迹地轻

松略过， 无一处不围绕
着塑造人物的敏感、知

识分子气质、神经质、忧
郁、 倔强等等复杂而难

以诉说的人格。

红色人物形象被艺

术家以新的艺术手法重

新塑造， 鲜活地竖立在
人们面前，以理想之美、

信仰之美、 人性之美滋
养、 陶冶和丰盈着人们

的内心。 徐翌晟

“水之教堂”将在上海复现
复星艺术中心大展回顾安藤忠雄建筑设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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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智慧湾创意园区
里，一件重要的红色题材雕
塑作品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并于五月一日前完成。它将
入驻全新的中共一大纪念馆
序厅，待到正式开馆的时刻，
与参观者直面相对。昨天，在
上海市美协副主席、上海美
术学院副院长、雕塑家蒋铁
骊的工作室里，记者被这件
被命名为《伟大的开端》（暂
名）的雕塑中体现的点滴历
史细节、十三位一大代表崇
高的集体形象所凝聚的精神
力量，所深深震撼。

寻找失落形象

    1921 年 7 月 23 日-? 月初

在上海望志路 106号（现为兴业
路76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最后一天移
至浙江嘉兴南湖。出席代表有：

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
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

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

佛海、包惠僧共 13人。

13个人的形象，以往散落在
历史书籍的缝隙里。为了尽量逼

真地还原历史人物，蒋铁骊不仅
仅细细研读了各个版本党史中

关于“中共一大”的这一段叙述，
把能找到的十三位代表的家庭

背景个人经历也反复了解，从最

初的仅仅知道名字知晓长相，到
如今熟悉他们中的每一位，就如

同日日相见的至亲一般。
蒋铁骊为每个人物都做了

一个性格分析表，其中包含年
龄，身高，职业。“以身高而言，有

资料可查还好，没有资料可查的
怎么办呢？那只能再去故纸堆中

寻寻觅觅，找到一些合影中的蛛
丝马迹，与熟悉的人作一个比

对，推论出来。”
如董必武，大部分人对于他

的印象停留在他步入晚年之后
的老者形象，而中共一大召开之

际，董必武尚处于中年，那么如
何表现中年董必武，便只能从他

晚年样貌和人生经历倒推上去。

7月正值盛夏，雕塑中的董必武
还戴着严严实实的帽子，“因为

董必武在许多历史照片中都以
戴帽形象示人，为了人物在大众

中的辨识度，只能让他保持固有
形象。”蒋铁骊说。

还原人物性格
    13人中，有谁能言善辩，有谁又擅

长与工人打成一片……历史资料、名人
回忆录中人物性格吉光片羽的描述都成

为蒋铁骊塑造人物的依据。表现“自信满
满”的张国焘形象，就是微微皱起的眉和

隆起的眉心、凹陷的两腮、高耸的颧骨、

抿得紧紧的嘴角，且在 13人中，他是唯
一一个胸背挺拔得刻意而明显的。

毛泽东的位置虽然不是物理意义上
的绝对中间，但无可置疑，他是整个雕塑

的视觉中心，相对其他代表，他着墨更多
更细，表现出更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面

部保留着二十七八岁青年人特有的润

泽。毛泽东参加一大时的身份是书记员，
一位记录者，因此他右手捏着书卷，左手

攥着拳头。手部的姿势，被蒋铁骊下意识
地塑出了力度，交代出了人物此时此刻

澎湃前行的内心。
细细观察，那些年轻的代表肩膀上，

艺术家刻意地提起一个小小的直角尖，

体现当时学生的瘦削身材，而中年人的
肩膀负重前行，就显得浑圆壮实，不那么

舒展。点点滴滴的信息综合在一起，传递
出革命者向着光明和理想而去的意味。

节奏感使命感

Culture & sports

寻
找
还
原
十
三
位
代
表
真
实
形
象

1

2

人物

■ 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样稿局部） 本版摄影 记者 郭新洋

■ 蒋铁骊在创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