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瑰实空间到想象空间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艺术创作者创造

了客观实在的艺术造型形象，实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现实空间。在艺术欣赏过程中，艺

术欣赏者依靠艺术造型形象，凭借自身的

主观想象，来实现想象空间——这种想象

的过程和结果共同构成了艺术欣赏。相对

于艺术创作过程而言，艺术欣赏是艺术创

作的再现。那么，艺术欣赏如何达到仁智兼

备呢?简而言之，艺术欣赏要从实现现实

空间到想象空间。

一、充分认识艺术创作者所创造的现实空间

任何一件雕塑作品，都会占有一定的三

维空间，这个空间是客观实在的。从作品的

整体形象到形体的内部结构，它们以什么样

的比例和结构关系组织起来的，这是艺术创

作者早已想象和创作完成的。艺术创作者创

作如此的艺术造型并不是随心所欲和无中生

有的。相反，他创作这样的艺术造型不仅具

有一定的创作意图、造型手段和技巧，而且

还具有特定的创作思维、特定的艺术内涵。

其中包括艺术创作者的艺术素养、文化素养，

以及他的文化和艺术审美能力等。

就艺术创作者所创作的艺术造型空间，

即艺术形象的现实空间而言，艺术创作者一

方面会精心考虑与推敲该造型的空间占有

性，就是一件雕塑作品在有限的空间内其形

态如何，动势、比例以及形体局部与整体，局

部与局部的比例和结构关系等；另一方面，

艺术创作者就这件雕塑作品的创作意图、创

作理念、创作思维以及创作技巧的应用与体

现，都凝聚在艺术造型之中，即艺术造型的

现实空间之内。

作为雕塑艺术创作的目的，一是为了实

现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倾泻和抒发创作者的

情感——他对生活的体验，对文化内容、形

式以及文化内涵的深刻认识；二是为了与艺

术欣赏者进行文化思想、情感的交流；三是

揭示人类文化生活中的闪光点，体现某种生

活哲理，表现人类文化生活中值得褒贬的事

物，等等。创作者将自己的创作意图和目的

赋予自己创作的作品中——在雕塑作品的现

实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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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雕塑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尽管创作者

付出复杂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创造了体现文

化内涵的现实空间，但是，艺术创作的真正价

值还没有完全实现。换句话说，在整个艺术世

界中，艺术家(艺术创作者)与其创作的艺术

作品仅仅是艺术世界的一部分，而完整的艺

术世界，还包括艺术欣赏(艺术欣赏者的活

动)。因此，艺术作品的现实空间仅仅是艺术

文化世界中的部分文化空间，而完整的艺术

文化世界必须包括艺术欣赏者的想象空间。

二、从现实空间到想象空间

就特定的雕塑作品来说，其造型所占有

的现实空间仅仅是一般的物体所占有的空

间，不经过艺术欣赏的活动，它的真正的艺

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不能体现的。

艺术欣赏者欣赏一件艺术作品，直接面

对的是三维形象的造型，是现实的三维空间

形象。当他有目的、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

艺术世界之中的时候，他已经身临其境地从

现实空间转化到想象空间了。在此过程中，

艺术欣赏者一定发挥了其艺术审美的张力，

将艺术欣赏对象(艺术欣赏的客体)的全部

文化内涵与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交融在一起

了。此时，艺术欣赏活动创造的空间远远高

于艺术创作的空间。

诚如，当我们走进陕西茂陵看霍去病墓

的石雕时，不禁遐想万千。若论这些石雕的

现实空间，每一件石雕仅仅占据了一点点有

限的空间，其创作者的意图是为了纪念这位

反击匈奴的英雄将领，歌颂他的丰功伟绩，

与其为国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颂扬汉民族

永J叵的爱国主义情操，等等。不过，伴随着

历史时空的推移和民族文化的长期沉淀，今

天面对这些石雕，其现实空间的转换并没有

那么简单，其想象空间也不会就这么狭隘。

从这些石雕中，我们可以尽情构思其想

象空间。

首先，汉代雕塑的一个历史的缩影。从

旧、新石器时代石器的物质性文化功能开

始，到汉代雕塑的非物质文化功能，构成了

此雕塑的第一部分想象空间。石雕的非物质

文化功能，一方面是其文化的审美性功能，

即其造型形式、艺术语言、艺术风格、艺术

特征，以及创作者运用的创作技术技巧，驾

驭形体与塑造空间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

本石雕的纪念碑性质，即它以抽象的艺术语

言和夸张的艺术手法记载着为民族正义事业

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其次，本雕塑的历史文化意义，构成了

其另一部分想象空间。它记载着中华民族保

家卫国、开疆拓土与巩固边防的伟大业绩。

远在春秋战国和秦帝国时代，面对匈奴的骚

扰和入侵，中华民族采取的是守势。而到了

汉代武帝时期，经过长期酝酿与国防力量的

积蓄，反击匈奴的战争开始，标志着中华民

族彻底扭转了以前的劣势，反守为攻。霍去

病正是这场攻伐战争的真正执行者之一。他

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

史长廊之上。如此看来，霍去病墓雕刻的想

象空间远远大于它的现实空间。

再次，作为艺术史上雕塑艺术的典型代

表，霍去病墓石雕群是秦代写实主义雕塑向

汉代抽象性雕塑演进中的突然转换。这是一

种新型艺术形式的创造，一种全新艺术语言

的注脚。在汉代雕塑中，诸侯各王的陶塑基

本承袭了秦代雕塑，皆用写实手法来反映诸

侯各国的实力，以及与中央集权分庭抗礼的

割据思想。相形之下，霍去病墓的石雕倡导

一种时代的主旋律，它维护中央王朝的统

一、边防的巩固和民族文化生活的稳定。

最后，在艺术文化史上，此雕塑群的非

物质文化意义，是它开启了纪念碑的先河，

为后世利用雕塑塑造现实空间与开拓想象空

间树立了光辉典范。

正因为如此，实现从艺术作品的现实

空间到想象空间的转化十分重要。从现实

空间到想象空间的演进是艺术欣赏的实现

过程，是艺术欣赏者在艺术欣赏过程中依

靠艺术作品所占据的现实空间，紧密结合

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欣赏能力来展示其审美

张力。因此，在整个艺术世界中，强调艺术

欣赏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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