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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ynamic sculpture is a new art form that has appeared in recent years. It adds time elements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sculpture. In 
a dynamic form, it breaks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adds new vitality to the public s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space environment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high, and 
the	demand	for	public	space	is	also	expanding.	Dynamic	sculpture	breaks	the	fixed	and	unchanging	form	of	traditional	sculpture,	
breaks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time and space through its own movement, and provides people with a new feeling and experience. 
The introduction of dynamic sculpture in the urban public space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image of the city, but also provide a 
comfortable, healthy, safe and high-quality public activity places for the citizen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of dynamic sculpture in contemporary urban public space, aiming to promote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dynamic 
sculpture and urban publ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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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动态雕塑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在传统雕塑基础上增加了时间要素，以一种动态的形式，打破了时间、空间
的限制，为公共空间增添了新的活力。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空间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公共空间的需求也不断扩
大。动态雕塑打破了传统雕塑固定不变的形式，通过自身运动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感受与体验。在
城市公共空间中引入动态雕塑，不仅可以提高城市形象，还能为市民提供舒适、健康、安全和高品质的公共活动场所。基于
此，论文对动态雕塑在当代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和总结，旨在促进动态雕塑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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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公共空间是指供公众进行休息、交往、娱乐、游

憩的空间。其中的雕塑作为城市公共空间中最重要的元素之

一，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雕

塑艺术不断创新，而动态雕塑也成了现代公共空间中一个重

要的构成要素。动态雕塑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还具

有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情感交流作用。通过对动态雕塑在

城市公共空间中应用的分析，可以发现其所具备的重要作用

和价值。

2 动态雕塑的概念

动态雕塑是以雕塑的动态形式，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

生活，并反映特定环境中的人物与事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来看，动态雕塑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人们对艺术认知的提高，它从最初的单一静态形态

逐渐发展成如今一种既具备静态艺术特征又具备动态艺术

特征的多元化动态雕塑。在当下快速发展的城市公共空间

中，人们对艺术表现形式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动态雕塑能够

满足人们对艺术审美追求的同时又不失人性化，并且使整个

环境空间富有趣味性。在未来，随着人们对艺术认知的提高

和科技的发展，动态雕塑也将向着更高层次、更人性化、更

个性化方向发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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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动态雕塑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认知

3.1 强化视觉体验
动态雕塑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动态雕塑可以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在公共空间

中，动态雕塑以其独特的形式和造型，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这种形式能使人的视线不自觉地集中在雕塑上，从而在视觉

上得到了满足。因此，可以说动态雕塑在公共空间中营造出

了独特的氛围。例如：动态装置雕塑《自由的翅膀》（图 1），

其灵感来自连续性的概念和无所不在的创作本质。该动态雕

塑的运动形式象征着飞行中的鸟。移动的造型展示了鸟在飞

行时的翅膀，欣赏这一动态雕塑作品时，能够第一时间被它

引领到精神体验中去，并极具视觉冲击力 [2]。

图 1 自由的翅膀

3.2 塑造城市形象
城市形象是指一个城市在公众心目中的整体印象，它

是由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共同组成。动态雕塑作为物质载

体，可以为公众提供观赏、参与、互动的体验过程，同时还

可以增强公众对城市的认知。从物质层面上看，动态雕塑主

要包括：雕塑、灯饰、灯箱等，能够将雕塑内容直观地展示

在公众面前，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参观、体验、互动的过程。

从精神层面上看，动态雕塑可以通过对雕塑内容的组织和编

排，让观众感受到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在满足人们

视觉审美需求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塑造城市形象 [3]。

3.3 彰显城市特色
城市公共空间是一个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动态雕

塑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凸显城市特色方面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动态雕塑通过对环境进行艺术加工，与周边环

境融为一体，将环境中的雕塑与建筑等元素相结合，从而形

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雕塑形式，可以极大地提升城市的形象

和气质。此外，动态雕塑在不同环境中展现出不同的艺术形

式和文化内涵，通过动态雕塑本身所具有的趣味性和参与性

等特点，可以使城市公共空间更具吸引力和趣味性。而其所

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也可以充分吸引公众参与其中，从而使

城市公共空间更具魅力和活力 [4]。

4 动态雕塑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功能性体验

4.1 信息传递
动态雕塑是一种带有信息传递功能的艺术形式，通过

对特定物体运动状态的变化来反映雕塑所传达的信息。通过

这种方式可以将雕塑信息与空间、人以及环境相互联系起

来，使人更加直观地了解到雕塑所要传达的信息。城市公共

空间中的动态雕塑能够有效地促进城市形象与环境的融合，

将城市公共空间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更好地展

现出来。设计者通过对动态雕塑进行反复拍摄，利用图像处

理软件将动态雕塑进行拍摄并分类，然后利用计算机对不同

类别的动态雕塑进行编码，最后在电脑上进行三维建模。经

过处理后的图像与原图相比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再通过动画

软件制作出相应的动态雕塑动画视频。

4.2 艺术体验
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引入动态雕塑，不仅能增加公共空

间的趣味性，还能为市民带来视觉上的体验和享受。动态雕

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通过自身的运动产生动感，增加了

雕塑的趣味性和视觉上的冲击感。在动态雕塑中，雕塑可

以根据时间的变化呈现不同的运动状态。例如《本体 01》 

（图 2），本体，来自人们心底的诉求，当人们接触一个事

物时，最原始的状态便是渴望。不同的是每个人所渴望的东

西并不相同，有人渴望自由的宽广，也会有人喜欢束缚的安

逸。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同却也趋于大同。而渴望就

是人们的大同，我要做的便是将人们引入其中，任其发展。

作品把现代复合材料与光效巧妙融合，使作品随着光源的改

变而产生不同的光效变化，冷色的平静和暖色的绚丽相互转

换，借此表现手法，从而实现有关自由与束缚本体的相互转

换，相互共存的创作理念。用光学技巧与几何学法则打造出

带有自然与人工的彩虹、自由本体与束缚本体相糅合的感知

型作品，将带有理性温度的艺术理念传播开来。

图 2 本体 01

4.3 参与互动
参与互动是指，通过参与其中来达到某种目的，是动

态雕塑最常用的一种功能。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人可以选

择与雕塑进行互动，或与周围环境进行互动，这不仅能提高

人们的参与性，还能提高人们的认同感。在现代社会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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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而动态雕塑以其独特的

形式可以提高人们参与互动的体验。利用动态雕塑可以让人

与雕塑之间产生更多的互动关系，进而引起人们对环境中公

共空间的关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激发人们参与公共空间

活动的热情。

4.4 视觉审美
动态雕塑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其运动是具有艺术

性的，对人的视觉审美也有很大影响。在动态雕塑中，“动”

是其重要特点，通过对“动”的研究，可以提高人们的视觉

审美能力。例如：在动态雕塑中，通过对人物的肢体语言、

面部表情等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人物内心的想法。动态雕塑

通过视觉的感知、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来展现其美感。传统雕

塑主要依靠静态形式来表达美，而动态雕塑则是将静态与动

态相结合，利用不同角度的观察使其呈现出不同的美。在城

市公共空间中引入动态雕塑可以改变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

传统静态雕塑的认识和感受。人们在观看动态雕塑时会有新

的感受和体验，对城市公共空间中传统静态雕塑形成了一定

冲击。

4.5 文化传承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传统雕塑以静态雕塑

为主，它们不仅没有动态雕塑那样的观赏性和趣味性，而且

与周围环境也没有很大的联系，很多人只知道欣赏雕塑而不

了解背后的故事。动态雕塑是在传统雕塑基础上进行改造而

成，它通过自身运动来传递信息，与周围环境相融合，能够

更好地发挥公共空间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动”与“静”是一对相对概念。

“动”指运动、变化、动态，如舞蹈、杂技等；“静”指静

态、静止、静止状态。动态雕塑以传统文化为主题进行创作，

能够更好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动态雕塑中所蕴含的文化元

素是动态雕塑存在的前提，通过不断变化的形式将传统文化

传承下去，不仅能让人们了解历史文化，还能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

5 动态雕塑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未来发展趋势

5.1 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动态雕塑是以雕塑为表现载体，通过动态的形式来反

映特定环境中的人物与事件。在未来，动态雕塑将更加注重

其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一方面，动态雕塑的形式要以内容为

依托，将主题思想融入作品之中，使作品能够表达出作者的

情感，并使其达到具有一定含义、符合大众审美的艺术作品。

另一方面，动态雕塑也要以内容为基础，只有两者相统一才

能充分发挥其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作用。通过不断提高艺术

家们对动态雕塑的认识，将艺术与科技相结合，使动态雕塑

不仅可以更好地展现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主题思想，同时也

能满足大众对艺术审美的追求。

5.2 作品与环境的互动
随着科技的发展，互动艺术也随之发展，艺术家可以

通过与观众的互动，使观众参与到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在作

品中感受到互动艺术带来的独特魅力。比如：在空间中设置

一个雕塑装置，观众可以通过触摸雕塑装置来感受雕塑与环

境的互动，实现观众与作品的零距离接触。又比如：在公共

空间中设置一个可以互动的装置，观众可以通过点击装置来

实现互动体验，使人们产生更多的艺术体验。

5.3 内容与空间的融合
在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中，动态雕塑的内容与空间的融

合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需要与环境相协调，还要充分考虑

到雕塑自身所处的环境和与周围空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

移，动态雕塑所处的空间环境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在选择动

态雕塑时要充分考虑到周边环境和空间大小，使其能够更好

地融入整个城市公共空间中。另外，要使动态雕塑的内容与

空间相融合，就要将动态雕塑所带给观赏者的感官体验与所

处环境相协调，避免二者出现违和感，才能让观赏者感到

舒服。

5.4 雕塑形态与材料的结合
动态雕塑的形态与材料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之间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形态和材料是雕塑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两个

组成部分，同时它们也是艺术创作活动的基本要素。雕塑形

态与材料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两者相互融合才能形成

优秀的作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动态雕塑形态与材料相

结合也是一种必然趋势，不仅可以更好地展现雕塑作品的形

式美感，还能让作品与环境有机融合，丰富整个公共空间的

艺术气息。

6 结语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动态雕塑作为一种全新的艺

术形式，有着独特的魅力，不仅可以表现出雕塑所具有的质

感与质感，还能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在城市公

共空间中引入动态雕塑可以让人们有更多的参与感，使人们

更加关注公共空间中动态雕塑所呈现出来的艺术表现形式，

将更多人纳入动态雕塑作品中。动态雕塑能够在城市公共空

间中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优势，对城市形象起到提升作用，从

而更好地促进城市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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