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金山人。笔名岩石，雕塑家。曾任全国城市雕塑艺委

会委员、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等职务。1987年大型城市雕塑《黄河母亲》（花岗岩）获全国首

届城雕优秀奖。1989年粗陶彩绘《绣花女》获刘开渠雕塑艺术

基金奖，中国美术馆收藏。1998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何

鄂雕塑艺术展】，获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获全国工艺美术

优秀专业工作者奖状、奖牌。

何鄂

HE E

我幸运有这样的机遇，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由
此孕育了我创造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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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祖先留给我们五千年的灿烂文明，让我找到了
民族文化自信的根脉。

56年前，命运把我带到敦煌莫高窟，在洞窟里，我临
摹着各个时代古人创造的彩塑精品。让我终生难忘的
是第二次进洞窟临摹时，对唐代194窟南北两尊天王无
意中比对却有了意外的发现，他俩相距3米，动态姿势
几乎一模一样，而细节处理先看到3处不同，再一气找
下去，竟然有13处不同，当时激动得好像差一点就触摸
到古代工匠的心跳了，兴奋至极。以此为切入点，又展
开了对194窟与328窟唐代整铺彩塑更加广度和深度
的探索与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艺术家是在题材、内
容、位置三个有限的方面进行创作的，其独特性、唯一性
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创作个性。

1979年，我获得一次深入生活考察的机会，只身走
了48天，身上背着画夹、泥巴和石膏，先去夏河体验生
活半个月，又走了长征路，一路采访，一路速写，经腊子
口、达拉沟、迭部、成都、重庆，最后去了大足石窟。我想
知道石雕是怎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大足北山我临塑了
媚态观音，在宝顶山我用素描将25米长的摩崖造像《牧
牛图》画了下来，画完后联想到在敦煌学到的考古研究
中的排年法，立即将10个人物与10头牛分别排列在两
张图上，想看一看是什么效果，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排
比，竟然让我发现了古代雕刻家非同寻常的艺术创造
力，在10个人物中，第一个人是正面的，第二个人是背
面的，第三个人又是正面的，第四个人又是背面的，第
五、六两个人并坐再次呈正面。再看这10头牛，只有一
头牛呈现了4条腿，其余的都是设计了山峦变化和牛的

各种动态，或俯仰，或转弯，或伏卧，只表现了两条腿和
3条腿。这一发现让我真正看到了古代大师精妙的艺
术构思与独特的构图布局，从而将左右延伸25米的摩
崖浮雕，产生了纵向深入画面空间无限的开阔，令人拍
手叫绝。这两次发现成为开启古代灿烂文明智慧之门
的钥匙，使我举一反三，终身受益。

古代雕塑家优美绝伦的精滤技艺、精益求精的大国
工匠精神令我折服，我认定古代雕塑家一定是把生命揉
进自己的作品里去了，不然没有办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能
做得这么好！

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就像大海一样，博大精
深、无边无际，我只是深入到大海的一滴水中，体会到了
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感动、自己的收获。

功夫不负有心人。12年在敦煌的艺术熏陶，终于
迎来了一次刻骨铭心的顿悟。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
甘肃的《丝路花雨》舞剧艺术片做敦煌彩塑道具，偶然从
刘蒙天院长儿子手中看到日本编辑出版的中日建交10
周年《敦煌壁画展》纪念图册，当看到里面有我在敦煌临
摹的4件彩塑作品、署名“何鄂摹制”时，心里很高兴。
但是非常奇怪，就在这一刻，仿佛有谁冥冥之中给了我
一个指点，一下子就触动了我，当时我想：我能临摹，只
要是美院毕业的学生都能临摹，我们的儿女们、孙子们，
世世代代都可以临摹下去，但这个灿烂文明的光辉永远
属于前人！想到这里，竟然产生了对自己的极度不满。
我责问自己：“你生活在这个时代，难道对周围的人和事
没有一点点感动吗？”我终于被唤醒了，唤醒了沉睡的自
己，在对自己的极度不满中寻找着失落的自己，寻找着
自己曾经的感动，寻找着自己的创造，最后走到了寻找
这个时代的创造上。我想：我们如果不能立足于自身时
代的创造，那么百年之后的子孙们一定会责怪我们，为
什么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到了你们手中，就
失去了光彩呢？所以，我是被灿烂文明唤醒的。我终于
明白了老祖宗留下的千千万万遗产上写满了密码，密码
就是“创造”两个字，我破解了这个祖先留给我们人类文
明的密码。从此，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
怎么做，我决定把自己的后半生压在“创造”上。

感恩祖先留给我们的灿烂文化，我深切地感受到了
“他们静静地屹立在世界民族艺术之林，却以巨大的推
动，呼唤着一个民族新的未来。我幸运有这样的机遇，
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由此孕育了我创造的生机”。
我们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我们更应有勇于文化担当的使
命感。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希
望灿烂文明六千年、七千年……世世代代续写下去。

那么，怎么学习遗产、继承传统呢？
那就是真诚地学习传统，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

化，然后远远地离开它，进行自己的创造。学习传统是
为了今日的创新，继承传统绝不能生搬硬套、囫囵吞食，
学习传统就应当像我们每日三餐，吃进去的是蔬菜和
肉，经肠胃消化吸收后，变成了肌体和力量。而在我们
肌体上根本找不到牛肉、蔬菜和苹果。继承传统又好比
我们是父母的儿女，我们的血液里有家族的血型、血脉，
我们的长相还可能有祖父母、外公外婆、父母或舅舅的
影子，但我们绝不等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我们是全
新的一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全新的我。今天我们学
习传统，更好比一代又一代的接力赛跑，当我们拿到了
接力棒，就如同学到了前人的传统，学到了前人的成果，
我们只有再一次跑起来，才是我们拿到接力棒之后这个
时代新的成果、新的创造。关键是我们必须拿着接力棒
跑起来。

可以说，没有在敦煌12年的艺术熏陶和那一次刻
骨铭心的顿悟，就不可能有《黄河母亲》这件城雕作品。

1986年，我创作的《黄河母亲》城雕建在兰州黄河
南岸，至今已过了34年。

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从黄河发源，《黄
河母亲》也因她象征了中华民族而享誉海内外，成为兰
州的城市文化名片。

这件作品是在1984年参加了全国首届城雕设计方
案展之后，兰州市决定建造的，在建造的过程中我一次
次真正体验到创作城市雕塑的责任对一个雕塑家来说
有多么重要。

1985 年泥塑放大完成，市领导审定通过了泥塑
稿。也就是在那天，我看着自己这双手，忽然清醒地意
识到这件城雕的命运原来掌握在我的手里。想到如果
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一旦打成石雕，将成为永久的
遗憾，于是不敢有丝毫懈怠地雕塑着，希望做好一点，再
好一点。我亲自在现场主持了翻制石膏模型和运输包
装，又在石雕加工制作阶段到山东泰安进行了为期一月
多的艺术监制。

1986年 3月，作品用5辆汽车从山东泰安运回兰
州，安装的近一个月里我一直在现场，时任副市长宋春
华来到现场，那一天就在吊装最后一块黄河母亲头部的
石雕时，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所有的问题全部涌入
脑海：比例合适不合适？五官对称不对称？神态好不
好？光线是不是理想，等等，紧张得不得了，待到包装打
开，看一切都合适时，压在心上的石头才落下来了。

1986年4月30日上午，《黄河母亲》落成剪彩典礼
刚一结束，我的心又揪了起来，我想省、市领导通过了，
老百姓的检验才开始呢！于是在建成后的第一个月里，
我下午下班后，就从盘旋路坐公共汽车到小西湖，共去
了5次，坐在人群里去听、去看，当时听到一位老奶奶说

“这孩子像我们家铁蛋！”时，心里非常高兴，从此，我一
直习惯性地跟踪着这座雕像的社会反响，不知不觉坚持
了34年。仅我见到的就有30多篇文章、39首诗篇，其中
有革命前辈杨植霖和原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的诗。
我把这些文章、诗篇中珍贵的话语汇集成《黄河母亲——
一件城市雕塑的对话》，把客观真实的反响分别归纳为与
城市对话、与人对话、与历史对话、与时代对话。下面摘
录几段评论文章的片段和观众的评价，以飨读者。

宋春华：“这座雕塑一经与观众见面，就好评如潮，

社会反响强烈，深受市民与来宾的喜爱。她是相识兰州

的一张名片，是记忆兰州的地标，也成为我国城雕建设

的成功范例。可以说，《黄河母亲》已成为新中国城雕建

设的经典之作而载入我国现代雕塑的史册。”

邵大箴：“这件富有鲜明民族气派和个性风格、备受

海内外艺术界和广大观众赞扬的《黄河母亲》，将作为中

国现代雕塑的优秀代表作之一，载入史册。”

“在近几年的中国现代雕塑史上，《黄河母亲》无疑

是一件具有崇高美学思想和艺术品格的杰出作品。”

中国台湾李再钤：“就黄河文化的演进来说，她无疑

是代表了新时代的精神。”

观众：“《黄河母亲》不仅早已成为兰州的形象代表，

更因为所蕴含的主题而成为海内外华人倍感亲切的祖

国的化身。”

1990年，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会安子介博士陪同
郁逸夫来兰州，在《纵横七千里古今五千年》一文中称：

“兰州地处黄河两岸，南岸新建有石雕成的《黄河母亲》，
巨型雕塑十分壮观，观后很有自觉为黄河儿女之感。”

1986年18期《红旗》封面整版刊登了《黄河母亲》。
《黄河母亲》城雕正在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精神文明

与民族凝聚的巨大能量。
通过汇集《黄河母亲》数十年的真实客观反响，我明

白了《黄河母亲》这件城雕的精神力量是由作者和观众
共同铸就的。我只是一个黄河儿女，通过创作抒发了我

对民族的无限深情。30多年来，数以百万计的炎黄子
孙、黄河儿女观看了这座雕像，又通过文章、诗篇寄托了
他们对民族、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我得出一个结论：这
一切都有力地证明了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巨大凝聚力的。

《黄河母亲》城雕从她建造落成的那一天——1986
年4月30日起，就属于公共艺术，是兰州市城市文化建
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黄河母亲》也因象征了中华
民族而享誉海内外，成为兰州这座城市的文化财富，在
建造的第二年就获得了全国城市雕塑优秀奖。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建设部和文化部对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660个城市的6万多件城雕作
品进行评比，层层筛选，最后有60件作品获得了“新中
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黄河母亲》有幸与天安门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川的《歌乐山烈士纪念碑》、深训
的《开荒牛》、陕西的《丝绸之路》等作品一起获此殊荣。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象征中华民族的雕塑与港、澳、
台地区有了密切的关系。

1997年香港回归，《黄河母亲》被《人民日报》海外
版纪念年历选为首页。

1999年，我捐赠的一件汉白玉珍藏版的《黄河母
亲》（长60厘米），在参加了北京、澳门两地庆澳门回归
大展后，由文化部转赠给澳门特区政府，现永久珍藏于
澳门艺术博物馆。

2015年，由我雕塑院参与策划，与国台办、兰州市
政府共同组织实施，经过很多曲折，将一座3.36米长的
花岗岩《黄河母亲》像落座于台湾淡江大学于右任大道
的牧羊草坪上。

2016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文件，公布《黄河母
亲》雕塑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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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57岁，已到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带
着更大的梦想，我辞去了甘肃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的
职务，创办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甘肃何部雕塑院，创办
雕塑院的宗旨就两句话：“孔扬民族文化，创造时代精
品。”岁月像飞一样，一晃就走过了26个年头，在这26年
里，我雕塑院接受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各行业的委
托订单，通过全员的共同努力，和诸多加工制作单位的
通力合作，雕塑院先后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建造
了160多个雕塑项目，如建于厦门中华教育园的《蔡元
培》、建于广州科技园的《黄道婆》、建于甘肃瓜州张芝纪
念馆的《草圣张芝》、建于澳门中华民族园的《裕固族姑
娘》、建于甘肃张掖的《马可·波罗》。

1999年，《远山正瑛》建于内蒙古部尔多斯市恩格
贝沙漠示范基地。远山正瑛是一位日本鸟取大学教授、
农学博士、治沙专家，他认为“治理沙漠是世界和平之
道”，他80岁到90多岁时仍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恩格
贝坚持每天工作10小时，国家授予他“中国政府友谊
奖”，他是第一个穿着工作服进入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
领导接见的外国友人。1998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雕
塑展时，邀请了甘肃调到北京的所有领导来看展览，曾
在甘肃工作过的国家领导人宋平及夫人陈舜瑶来看展
览，提出希望我能为远山塑一尊雕像，通过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的安排，我到恩格贝沙漠示范基地深入生活，整
整3天，跟着远山先生的日常工作足迹，画了许多速写
图像，还利用中午一个小时休息时间为远山塑了一个写
生头像。

远山先生每年要回日本去动员青年志愿者到中国
义务种树，7000名志愿者受到感召，栽种白杨达600万
棵。这里有一个让人心痛的故事：一位名叫泉智彦的日
本青年大学生正准备来中国种树，不幸查出患了癌症，
这孩子临终前对父母说：“我长这么大，你们一直很爱
我，满足我一切要求，现在请满足我最后一个愿望吧！
把我的骨灰带到中国的恩格贝去，我想看看那里的绿
化，如父母能带我去栽树，我会感谢你们！”智彦的父母
泉干雄、美惠子带着儿子的骨灰，把儿子的灵魂和绿树
一起种在中国的恩格贝。到1998年时，他们已经来恩
格贝5次，完成了儿子的心愿。

更让人感动的是，远山这位个子很小、心胸和品德
像山一样的日本友人，对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
深感痛心，他表示在中国绿化沙漠是对中国的报恩和对
日本侵略中国的谢罪。多么高尚纯粹的国际友人啊！

联合国授予这位平凡的伟人“人类贡献奖”，这使我
更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一中国理念的深远意义的认识。远山雕像落成时，团中
央书记和日本前议员参加了典礼，90多岁的远山亲自参
加了自己雕像的剪彩仪式，他高举铁锨说：“一样的，一
样的！”如今斯人已去，中日友谊之树将万古长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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