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两国

长期以来相互欣赏、相互吸引，人文交往的

“双向奔赴”由来已久。

20世纪初，徐悲鸿、赵无极等中国艺术家

前往法国留学，在艺术创作中融汇中西，

留下了丰富而重要的艺术遗产。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人文交流与合作在中法交往

历程中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李小超说，艺术在人与人之间、文明与

文明之间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是各国人民

都能理解的美妙语言。

2012年仲夏，李小超携《村庄记忆》系列

大型户外青铜雕塑作品展亮相法国尼斯

凤凰公园，质朴的人物形象、传神的表情

动作、阳光向上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一下子

“圈粉”无数，也更加坚定了他“乡土”风格的

创作方向。

两年后，时值中法建交50周年，“从长安

到尼斯蔚蓝海岸的乡村——黄土与海洋的

对话”李小超系列青铜雕塑与美术作品巡回

大展，先后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北京保利

艺术博物馆和法国尼斯马塞纳博物馆举行。

此次巡回大展共展出李小超雕塑和水墨

作品 50 件（副），以中国陕西乡村和法国

普罗旺斯大区尼斯蔚蓝海岸边上的村庄为

艺术创作对象，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中法两国

乡村文明的变化和传承。

“在我看来，中法两个不同国家的艺术

之所以能融会在一起，是因为二者有共同

元素，这是中法文化交流的共同价值所在。”

李小超认为，文明因其多样性而体现价值，

更因其融汇互鉴而彰显可贵，艺术人文交流

能够促进彼此理解和尊重。“正如许多法国

友人所说，我的雕塑作品中的这些人物，如果

换上西装，就跟自己的家人至交一样亲切。”

时代的洪流奔涌向前，中法两国的合作

交往领域愈加广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

也日益加深。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抱着“小人物、

大情怀”的创作理念，李小超从农历春节后

就一直为在法国举办户外雕塑作品收藏

揭幕仪式奔忙，并筹划准备开展多场人文

交流活动。

在法国日安举行的大型青铜雕塑作品

《青花》揭幕仪式上，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临时

代办陈栋公使在致辞中表示，《青花》雕塑

展现了中国瓷器工艺人的形象，体现了以

青花瓷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

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精神内核。

瓷器也是日安市的一个品牌，雕塑在日安

落成揭幕是中法建交 60 年来地方交往

合作蓬勃发展的见证。

“这尊《青花》青铜雕塑在卢瓦尔河畔

落成，让具有全世界共识的‘青花瓷’这一

中国文化‘超级 IP’在国际视野中完美

呈 现，也是中法两国文化互通与共融的

最佳体现。”李小超说，早在数年前，他就

想 以 上 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 中 国 北 方 乡 村

老瓷工形象创作一件雕塑作品，取青花瓷

之意命名《青花》。2023 年底，他终于在

工作室创作完成了泥稿，一刀一刻将老瓷工

在花瓶上描绘图案的样貌定格于雕塑之上。

“我希望通过这些朴素的人物，平和地

传达一种来自土地的力量，将中国文化的

和合理念娓娓道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收藏李小超大型青铜雕塑作品《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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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泥土的熟稔来自李小超的骨肉血脉。

1968 年，李小超出生于陕西礼泉县

烟霞镇西一村，在这个距离唐昭陵不远的

村子里，李小超从小对石人石马耳濡目染。

“童年记忆中，我一直在画画、捏泥像，或许

那就是我接受的最早的艺术启蒙。”

就这样，画画、捏泥伴随着李小超走过了

初中、高中生活，幸运的是父母并没有制止

他这些“不务正业”的爱好，反而给予他莫大的

支持和鼓励。

17岁那年，李小超考进了西安美术学院，

一个更专业、更广阔的艺术世界向他敞开

怀抱。系统的学习训练了他严谨、扎实的

造型能力，但并没有束缚他个性的发展。

他的手，始终坚持刻画那些熟悉的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人。

1993年，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

书中厚重的乡土情结感染着李小超，点燃了

他的创作热情。“如果能用陶塑形式再现

《白鹿原》，未尝不是一次新的尝试和突破。”

准备工作就绪，李小超全身心投入创作。

有时候遇上瓶颈，他就去乡道上“换换脑子”，

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捕捉乡亲们的表情、

神态和情绪。

不满意就推倒重来，李小超的创作拒绝

“内耗”，主打“自然”。历时 4 年，陶塑版

《白鹿原》跃然眼前：3000余件陶塑全景再现了

小说中的场景和人物。这件作品一经面世

便引发轰动，展览更是从国内办到国外。

《周礼》中有记述，“以万物自生焉，则言土”。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写道，

“传统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在我们

文化里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土里长出过

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

走出国门的李小超对此感同身受。他说，

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乡土观念积淀了我们的

精神底蕴，比如眷恋乡土、热爱故园，这是刻

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在国际文化艺术舞台上生动讲述中国

故事，李小超的经验是“要真诚讲好乡土

故事”“一个个朴素的小人物构成了中国社会

的底色，他们朴素的表情、朴素的状态就是

中国故事最鲜活的素材，而我要做的就是用

艺术作品将那些令人动容的瞬间留下来。”

这些年，李小超的雕塑作品《风水先生》

《教书先生》《茶》《回家》分别被法国尼斯市

政府、法国蒙塔尔纪市政府、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部、法国巴比松市政府收藏。这些作品

都取材于乡土，且极富生活气息。

乡土题材画得尽、塑得完吗？纵观李小超

近十年的作品，从《老城门》《庙会》《小四轮车》

《喂猪》到《直播带货》《猪仔扶贫》《返乡创业》

《农家乐》《社区工厂》《智能手机》……从这些

作品名称中已可窥见答案。新时代的乡村

新变化、新征程的乡亲新面貌，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艺术创作养分。

“每个人对于村庄都有记忆，或许不甚

相同，但总有年代留下的独特韵味，我只是

打开一扇门，带大家进去探寻。”李小超说，

这些年，中国农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农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反映到

老百姓身上的就是精神面貌的极大改变，

这正是艺术作品能够推陈出新的源泉。

走出村庄的李小超至今仍然喜欢回望，

戴上鸭舌帽，自在行走在熟悉的村道上，回溯

来时路，也汲取新能量。

黄土地培根

粗犷的线条背后，如何反映人物个性化的内心

世界？

除了衣着和体态，李小超的雕塑作品更注重人物

面部表情的刻画。他说，情感表达不能随便含糊，要

认真对待。“观众能从有故事的脸庞直抵心灵深处。”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认为，李小超在艺术

创作中把握的是艺术的整体感受，注重雕塑的“影像”

效果，在塑造形象时，展开极为自由的感性，捕捉

人物大的动态和生动的神情，用类似于中国水墨画、

中国书法般的语言，概略而传神地赋予人物以生命

的动态和情状。

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当地时间

2018年 9月 20日，由李小超创作的一战华工纪念

铜像在法国巴黎市中心的里昂火车站广场落成，并永久

保留在此。这是有史记载的中法交流史上第一尊在

巴黎街头有关中国人主题的雕像，也是第一尊在巴黎

街头的华工雕像。据粗略估计，每天约有40万人次

经过这里，这尊雕塑潜移默化地吸引着法国人，甚至

欧洲人以及其他国家游客，关注这段重要的历史。

“一战期间，14 万中国劳工应英法招募承担

战地后勤工作。在这14万一战华工中，约8万人是

山东人。”创作之前，李小超做了大量功课，并前往

山东实地采访调查，在当地历史中深入挖掘，走近

一战华工的历史背景、生活习惯、性格特征。

人像的魅力往往来源于雕塑家对神态的诠释。

再看这尊高 2.63米，重 600多公斤的一战华工

铜像，身材魁梧、五官饱满；头戴八角圆帽，帽檐

正中的椭圆帽徽清晰可见；肩上的背包可能较沉，

他左手从胸前拽着肩带，脊背稍作前倾；标准的国字脸，

头微微左偏，虚空的眸子里写满纯净……

“当时应征的华工在青岛参加短期集训后，乘船

经南海、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至法国马赛

登岸，一路艰辛辗转来到异国他乡，我想通过这些神态

特征表现他远渡重洋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再现

一个单纯、友善、憨厚、勤劳的华工形象。”李小超说。

在一些旧作和新稿中，李小超还给他的画和雕塑

配了短文，像是故事的延展，饶有生趣又发人深省。

“我希望通过作品不仅展示人物的过往和希冀，还能

给今人和后人留下些思索和回味。”

李小超：用乡土赤诚对话广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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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习惯从记忆中找寻故事，他喜欢用双手跟泥土交流。他常说，在雕塑创作中，仿佛看到自己熟悉的父老乡亲站在泥堆里冲他招手，他只是将他们一个个拉出来而已。
如今，这些从泥土里“生长”出的人儿，穿越时空、跨越山海，静静伫立在塞纳河畔、地中海岸，成为中法六十年情谊中一串质朴的注脚。

□ 记者 满淑涵

历史悠久的城堡、精美的陶器、醇香的

葡萄酒，让卢瓦尔河畔的法国小城日安声名

远播。冬日细雨中，一座座饱蘸岁月痕迹

的宫殿古堡勾勒古典与现代，也连接过去与

未来。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1日下午5时，在

日安福尔将军广场永久性矗立一座极具中国

传统文化形象的大型青铜雕塑作品——

《青花》。这是中国雕塑家李小超在法国

被收藏的第六尊大型户外青铜雕塑作品。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璀璨一甲子

之际，中法之间的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接续

上演。在李小超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数次

法国之行，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也对

他的艺术创作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说，

能用作品见证并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倍感

荣幸，更从中备受鼓舞。

一抷黄泥、一根木龙骨、一双巧手，多半天

时 间，一件惟妙惟肖的等人高度的塑像泥稿便

完成了。在位于陕西咸阳的李小超乡村记忆主题

雕塑馆，遛鸟、放羊、哄娃、吼秦腔……这些乡村百态

悉数可见，仿佛置身热闹淳朴的乡间，迎面就有熟人

过来谝一谝。

李小超的画，人物没有五官，寥寥黑白线条勾勒，

却氛围感拉满——

村里搭台唱戏，便有全家齐出动，孙儿们摇着

拨浪鼓，头顶小板凳，欢快地跟在大人身后赶场；

老屋门前，总有盼儿早归的母亲，佝偻着腰

窝在吱呀作响的椅子里，一边做着针线，一边远眺乡路；

秋意日浓，麦垛旁的人们含饴弄孙、嬉笑阔谈，

间或还有犬吠鸡鸣；

村口的老树下，是大伙儿茶余饭后的消遣

地儿，伴着夕阳余晖，日子也在平平淡淡中轮回……

李小超的画作往往一气呵成，用大线条写意，

善于留白，意蕴天成，方寸之间承载人物喜怒哀乐，

却又视野连绵不绝，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体现出

中国传统美学所具有的哲思。

“我喜欢这种自由散漫的表达，显现艺术的

生命力和张力，因为它并非描摹得很具体的统一性，

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存在，这其中没有谁优

谁劣，只是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相互沟通、彼此感染

的过程。”李小超说，要通过艺术作品达到精神上的

理解与共鸣，倾注真情便极为重要。

自由随性，也是李小超的处世态度。他喜欢

一个人在山野小道上背着手，漫无目的地行走，哼着

歌唱着曲，享受生活、与人无争。

在旅法创作的时光里，李小超受到巴比松画派的

深刻影响。画家米勒、卢梭笔下的树木、田野、劳作者

总是令他神往。

十年间，李小超坚持做好一件事——用对比

手法展现法国乡村和陕西关中农村的风土人情。

“乡土深藏着民族的文化根脉。我希望更好地传达

中法乡土文明之间的对话，黄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

对话，两国跨越文化边界的对话。”

雕塑是实体艺术，“形”在其中的重要性是不可

忽视的。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曾这样评价：李小超

在其雕塑作品中，对“形”和“神”关系的把握收放自如、

恰到好处，忽略细枝末节的表面形态，将自然传达给

他的瞬间意象、直观感受，通过鲜明、夸张的表现

与塑造，高度概括地表达出来。这些写意性很强

的作品，是那么真实动人，令人爱不释手。

跨国度对话

大线条写意

微表情具象

李小超雕塑作品《小拖拉机》李小超雕塑作品《广场舞》 李小超雕塑作品《田间直播带货》（局部） 李小超雕塑作品《胡墼》李小超雕塑作品《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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