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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从目前来看，数字技术下雕塑艺术的发展时间虽
然较短，但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新优势、新特点，为艺术
家的创作活动带来了更高的自由度与便捷度，也赋予
了雕塑作品更多的可能性。

1 数字技术在雕塑艺术创作中的介入方式

1.1 实现雕塑创作的平台迁移
在传统时期，艺术家的雕塑创作活动都是在实体

空间中完成的，其雕琢塑造的对象、实施雕刻的工具
也均为实物。 而在结合数字技术后，雕塑创作的平台
被迁移到了计算机系统当中，在各类软件模块、处理
程序的辅助之下，艺术家只需要操纵鼠标、键盘、数位
板等外接设备，便可轻易、多变地进行创作实践。例如，
在 3D创作软件 ZBrush的应用平台当中， 艺术家可随
时进行画笔光标的功能切换，进而获得切削、铸造、焊
接、锻造、抛光、打磨、消光、涂刷等“一站式”技法服务。
这样一来，既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创作实践的容错率
与变化弹性，也使得艺术家的构造思维、艺术创想更
加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为更理想化雕塑作品的产出
提供了有利条件[1]。

此外，在数字技术下实现平台迁移的同时，雕塑
艺术创作本身的根基与灵魂并未发生变化，其仍然以
传统造型美学的技术方法、审美取向为基础，并注重
雕塑作品内在神韵、文化内涵的赋予和呈现。 例如，在
艺术家邓威基于 ZBrush 创作完成的城雕作品《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创始人———弓仲韬》中，弓仲
韬形象右手向上曲臂紧握，呈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宣誓的标准姿态， 彰显出了基层党员干部坚守岗位、
全心全意、砥砺实干的革命奋斗精神。 从整体上看，弓
仲韬雕塑肃然站立，挺胸昂首，表现出了庄严肃穆、坚
毅果决的神情，充满了仪式美感与力量美感，将弓仲
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本色反映得淋漓尽致。

图 1 城雕作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创
始人———弓仲韬》

1.2 实现雕塑形态的严谨生成
将数字技术与雕塑艺术创作相结合，可消除传统

创作模式下有人为因素导致的创作偏误，为艺术家提
供更加标准化、可控化的手段支持。例如，在传统时期，
艺术家若想制作出一个标准的正方体雕塑结构，需要
进行反复的测量、切削、打磨，且很难达到各边、各角完
全一致的成品效果。 而在数字技术下的三维建模平台
中，艺术家仅需要将理想的几何数据输入到相应栏目
中，便可快速实现标准正方体的生成。

同时，在这种标准化、逻辑化的技术辅助之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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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可更加高效、更加复杂、更加系统地落实造型构
思和设计雕塑结构，最终赋予雕塑作品以高度的“衔
接感”“秩序感”与“科技感”，并带给观者偏理性的知觉
感受。 例如，在装置艺术作品 Rhizome House的创作过
程中，设计单位 DP 建筑事务所充分运用了 Grasshop-
per建模工具，对长方体、圆柱体等几何模型进行标准
化的扭转形变与结构连接处理，最终形成了类似植物
根茎般错纵交织、复杂变换的独特结构。 在严谨的逻
辑控制与参数设计下，该作品虽然结构复杂、形态新
奇，但仍满足了力学分布的实际要求，在为观者带去
高水平视觉冲击与装置体验的同时，全面保障了观者
与雕塑作品本身的安全性、稳定性、长寿性[2]。
1.3 实现雕塑实体的直接转化

现阶段，3D 打印技术的应用体系已愈加成熟，其
在很大程度上搭建起了计算机三维模型与客观实物
之间的转化桥梁，为数字技术背景下雕塑艺术创作的
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 在当前，可用于 3D打印的材
料有 PVC、大理石、橡胶板、木工板、密度板等多种类
型，艺术家只需要更换打印设备的雕刻头，便能以不
同硬度的材料为载体，将创作完成的雕塑作品变成现
实。 从某种程度来讲，3D打印技术颠覆了人们对工业
生产、雕塑创作的认知，甚至有很多人认为 3D 打印产
物并非人工雕刻完成，与传统意义上的“工匠精神”相
偏离，因此不能算作严谨的雕塑艺术作品。 对此，学者
王蕾在著作《3D 打印 极致盛放》中明确表示：“没必
要对 3D打印做明确的定义和归类。 它不是手工艺，也
不是机械生产，而是一种新兴的物质文化。 ”因此，从
艺术领域的角度来看，3D打印技术只是一种艺术创作
的辅助手段，毕竟雕塑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更
多来自于其最终呈现的视觉效果， 即艺术家独辟蹊
径、别具一格的创想构思与文化设计，而不是雕塑作
品的创作过程、成型手段。

2 数字技术下雕塑艺术创作的审美表达

在数字技术下，雕塑艺术创作在审美表达上表现
出了虚拟性的新特征，艺术家在计算机平台中创作完
成雕塑作品后，也可不对其进行实体化处理，而是直
接投放到网络环境中，进行线上化的展览传播。 例如，
艺术家、《大悲宇宙》 的作者林琨皓致力于 3D 佛像的
创作描绘，并融入赛博朋克、未来新金属等艺术风格，
构建出了极富未来感的数字雕塑艺术世界。 在进入其
展览主页后，人们可在 3D 技术的支持下，通过鼠标操
作实现观看视角、观看距离的调整，以此在网络环境
中获得沉浸式、便捷化的雕塑艺术欣赏体验。 《大悲宇
宙》作品见图 2。

数字技术在为雕塑艺术创作提供新手段的同时，
也实现了雕塑艺术创作新思维的有效引领。 在数字艺

术的支持下，雕塑艺术受到空间、时间等方面的实体
性限制越来越小，使得“静态与动态”“守序与混乱”“真
实与虚拟”“随机与精确”等原本泾渭分明的审美元素
不再矛盾、冲突，反而呈现出了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
综合化趋势。 例如，在数字化雕塑作品的创作过程中，
艺术家可将雕塑的静态结构进行模块化处理，使其成
为多个细化构件堆叠、连接而成的综合体。

当观者在线上展区中浏览艺术作品时，其轻轻点
击雕塑的某一部位，该部位便可瞬间“崩塌”为多个碎
片，并按照艺术家预设的路径进行流动或浮动。 同时，
在数字技术复原机制的作用下，观者刷新页面或者点
击相应模块，静态化、秩序化的三维雕塑作品便可重
新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样一来，雕塑作品在向观者传
递综合化审美特性的同时，也可与观者达成有效的线
上互动，为观者带来更加丰富的欣赏体验。

3 结 语

数字技术与雕塑创作相结合，是当前时代下“互
联网+艺术”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雕塑艺术
焕发的新生命力的优质机遇。 受惠于数字技术的多元
支持，传统雕塑艺术创作模式在空间、时间、材料、技法
等方面的局限被打破，各类人为因素导致的实践偏误
问题也得到有效解决。 因此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技术
的日益发展，其将为未来的雕塑创作带来不可估量的
持续推动力。

参考文献
[1]王乐家.数字技术影响下的雕塑创作应用探究

[J].美与时代(上),2019(11):83-84.
[2]徐力.浅析三维数字技术在雕塑创作中的应用

策略[J].大众文艺,2018(15):75-76.

图 2 《大悲宇宙》林琨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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