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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塑之我见
——不拘泥的世界

文回丁敏安

[摘 要]漫塑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和幽默性的雕塑形态。作品多取材于政要、社会名流、明星及各种有

代表性的事件，采用夸张、比喻、象征、寓意等手法对塑造对象进行夸张或变形的艺术处理，借以表扬、讽刺或

批评某些人或者事件。其展现形式大多是泥塑和陶塑，但是，创作应该是无限制的，漫塑的题材不应该局限于泥、

陶，像葫芦、动物骨头、旧工具、纸币等，凡是能创作出立体漫画的，都可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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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塑是我国的一门传统艺术，其历史源远流长，

原始人的岩刻以及后来最典型的汉代说唱俑，都充满

着劳动群众的幽默智慧，在表现形式夸张化的基础上，

让人物神态精准到位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创作者用自

己喜剧天才式的思维结合出神入化的塑造技艺，将一

件件作品充满寓意而又戏谑地展现出来。从中国传统

的审美角度来看，艺术是美、人格和智慧的结合，不

求-T整、不屑形似而追求内在之神韵是造型艺术的最

高境界。对于漫塑来说，神韵、内涵所带给观众的体

悟比塑造技艺、材质给予观众的要多很多，也重要很多。

一、漫塑制作材质应实现多种化

传统上来讲，漫塑就是将漫画的表达形式运用于

泥塑，也被称为立体的漫画、空间的艺术。但是，随

着社会的发展，漫塑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泥塑和陶塑，

很多材质都可以被很好地运用于漫塑创作。

比如，近年来，有很多艺术家运用葫芦进行漫塑

创作，各种形式的葫芦手工艺术作品相继亮相，刻葫芦、

压葫芦、烫葫芦及各类葫芦生活实用品等，色彩纷呈

地展示在观众面前。小小葫芦走进人们的生活，丰富

了文化艺术市场。笔者对运用葫芦进行漫塑创作进行

研究已有三载，经常在一些别人认为是废材的葫芦上

找到亮点，将一个个歪瓜裂枣式的葫芦进行切割造型，

加入自己的创作新思，制作了大量与众不同的葫芦艺

术作品。其中，作品《天鹅湖》是在不断制作和完善

中创作出来的。为将这组作品做得完美、和谐，笔者

在数以万计的葫芦中挑选出数十个规格、形状、颜色

都相近的用料，并将其进行剪切、组配，成为一组身

材体态统一秀美的作品雏形。之后粘合组装，成为“四

小天鹅”群舞的优美形态。在制作过程中，最难处理

的环节是“四小天鹅”的腿一直选配不齐， “四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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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八条美腿”要求造型相同，长短一致，腿部凸

起变化要尽量达到完美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正如莱布尼茨说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

经过不断比对，最后才确定为作品中呈现的“八条美

腿”。 “小天鹅”的头发是作品的另一个亮点，作品

大胆采用了农田里的玉米叶，经分组、做卷处理，使

“天鹅”飘逸俊美的秀发与其舞动的身姿恰到好处地

融为一体。这组作品令观者无不从心底发出阵阵欢笑，

并在欣赏作品之余，品味到田野的芬芳，感受到作品

流露出的自然和谐之美。

以葫芦为材质的漫塑创作只是其中一种，除此之

外，旧工具、动物骨头等等，一切可以进行创作的材质，

都可以被运用到漫塑的创作中。漫塑重要的是“漫”，

不单是思维、技艺的不受约束，其材质也应该不拘泥

于一种。

二、漫塑创作题材应实现多样化

漫塑艺术是以物质实体创造出的诙谐幽默的形体，

借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漫塑作品不仅能小

中见大，还可以“弦外有余音”，所表达的人和事，

总是耐人寻味，给人启迪深思。漫塑虽然是一种“古老”

的传统艺术，在艺术家的手中却被赋予了时代的含义，

它既能催人奋进，亦能发人深思；它能关心国际时事，

亦能关注民生；它能表达出极富时代感的主题，亦能

反映出人物的百态和时代的进步与问题。

传统概念中，漫塑作品多以对人物形象进行夸张

变形为表现形式，市场上很多作品题材都是以人物形

象设计为主，很多作品只是一味的复制，没有新意。

但漫塑发展到当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空间，复

制作品和单一的人物形象为主的题材设计必然不是漫

塑的发展前景，应该多基于创作者的漫画基础和深远

的幽默思维，不拘一格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比

如笔者以旧纸币创作的漫塑《无题》，一方面不拘一

格地运用了纸币这个材质，另一方面抛开了人物形象

为主的题材局限，将纸币和创作寓意进行了很好的结

合。纸币制作的手铐，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芸芸众

生，为利奔波，就像一副无形的枷锁禁锢着双手；又

像在表达以不正当手段获利的人，终将会得到公正的

判决⋯⋯整件作品以漫传神、以神定形、以神取胜、

神形合一，表达出了警世之言。

漫塑是漫画和雕塑两种艺术表现手法的结合，人

们又常常称它为发笑的艺术，现代人在城市快节奏的

生活压力下更喜爱幽默和轻松的艺术氛围，漫塑作品

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很多有趣的小饰件都会获得

人们的喜爱，漫塑是传统的艺术，更是民间的艺术，

能以小物件逗趣观众，发人深省，是笔者的乐趣。无

关乎名，无关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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