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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强晓玲

“哈哈，太欢乐了，简直嗨爆了。”
夏雪怎么也没想到，本来是冲着“国博大展”《归来》而来，

结果却被对面展厅里那些欢快轻盈的“肥女”们吸引。
这些“肥女”们时而踏上自行车拥抱《岭南之春》的阳光，

时而腾空跃起耍动脚下滑板享受《天伦》之乐，时而横卧书山
狂喜《颜如玉》，时而坐在摩托车后享受甜蜜《假日》……她们
那泛着巧克力色的肥硕身躯，和着凹陷的五官鼓起的面庞，自
带了生命的灵性，翻飞全场。

这是“五一”期间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盛世欢
歌——— 许鸿飞雕塑展”的现场。

“许鸿飞的作品擅长以诙谐、幽默的雕塑语言，表现人们
喜闻乐见、妙趣横生的生活场景。其最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他
所赋予作品的积极生活态度和富有人性的真实感情，让人们
在艺术中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
在展览前言中写道。

作为一名中国当代艺术家，今年年初收到王春法的电话
邀请时，许鸿飞不敢相信，因为进入国家博物馆展览是他十年
或者 20 年后的目标，“没想到会这么快！”

那时，许鸿飞刚完成西班牙的个人雕塑展，那是他全球巡
展的第 31 站。从 2013 年起，许鸿飞带着他的“肥女”雕塑作品
跨越世界五大洲 14 个国家的 29 个城市，悉尼歌剧院广场、墨
尔本联邦广场、巴黎卢浮宫、佛罗伦萨美第奇宫、伦敦市政广
场……一路“打卡”全球地标。

他的忘年交，著名画家黄永玉说：“人说女人是男人的太
阳，现在许鸿飞带着他的胖太阳们环游世界去了。”

“广东人喜欢把胖女人称为‘肥女’，她们胖胖的，喜欢不停
在玩，给人带来快乐和幽默。”许鸿飞觉得，新时代需要一种多
元素的、丰富的作品，把人民的快乐、阳光展示出来。“展览去
到哪里，很多人就会跟雕塑拍照互动，这种快乐是世界性的。”

许鸿飞表示，“‘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和责任担当。”

“展览要不停地办，作品也要不停地做。”这是许鸿飞这些
年坚持创作的不懈动力。他要求自己，环球展是“巡展”，而不
是“巡回展”，因为每一次展览的主题是新的，作品是新的；每
一次展览中的所见所闻，又激发出更多的创作灵感融入新的
作品当中。

不喜重复的许鸿飞很忙，每一站的风土人情、新鲜灵感令
他停不下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览从接受邀请到开展仅用了
一个月时间，而此时他还有三批作品在从西班牙返回的路上、
在俄罗斯的布展中、在准备发往日本展览的打包封箱中。

“做了先！有灵感了就赶快去做，想太多就没法做了。”言
语不多的许鸿飞寸发短须、眉头紧锁，操着浓重的“粤普”，重
复着这句话。

巡展：“肥女”的真实、幽默受追捧

在国家博物馆首次开放的露天展台前，《吻》被安置在展
区的中央，蓝天白云下，钢筋水泥硬朗的楼宇中，“肥女”轻如
一团绵软的糖果在健壮男人扬起的面庞上深情一吻，诠释“爱
的力量”。

2009 年，许鸿飞第一次带着“肥女”雕塑走出艺术馆，来
到广东连南瑶寨的古寨中。当身着民族服装、头扎红布的瑶族
汉子，像抬新娘一样抬着“肥女”登上古寨石阶，男女老幼过年
般地围拢过来时，夸张灵动的“肥女”雕塑与古老、原始景观的
巨大反差，民众的参与互动，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那一刻，许鸿飞萌生了将雕塑与公共空间结合展示的想
法。

2013 年 3 月，标志性作品《吻》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国家美
术馆前广场。进入了国家顶级艺术殿堂，许鸿飞却说，“这不是
终点，而是起点。”

同年 6 月，在澳大利亚，当装有雕塑作品的几十个大木箱
在海关接受检查时，木箱全部发霉，必须全部销毁，然而当工
作人员打开木箱看到“肥女”，竟全都笑开了。

那次展览，当“肥女”出现在悉尼歌剧院广场前时，自信、

幽默、快乐的形象立刻引来当地民众的追捧，时任澳大利亚总
理陆克文对“肥女”雕塑给予了高度评价。作品《吻》更是引发
众多路人效仿，这座来自古老中国的深情一《吻》，自此“吻”出
了“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登上国际舞台的勇气。

2013 年 9 月，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置身 16世纪的大教
堂和翡冷翠风格的蒙特普奇亚诺市政厅的古建筑当中，“肥
女”一《吻》上演了一场穿越古典与现代的浪漫爱情，激发了情
侣们一试的勇气。参观者争相与许鸿飞合影，表示感谢，“你给
我们的城市带来了欢乐”。

意大利前总统钱皮发来贺信称：“许鸿飞的艺术之旅是一
次成功的‘雕塑外交’。”当地媒体盛赞，“许鸿飞是当代中国的

马可·波罗”。
2014 年 1 月 9 日，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肥女”来到法

国卢浮宫，其新时代中国式的幽默形象，让世界浪漫之都的民
众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欢乐与大爱。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法国美
术家协会主席米歇尔·金等前来观展，更吸引了 30 多家欧洲
媒体采访报道。

展览的盛况令许鸿飞更加有了底气。想想多年前自己第
一次走进卢浮宫，寻找了整整一个上午，才在一个游客难以发
现的角落看到了几件挂在墙壁上的中国国画。那颗曾经被深
深刺痛的心，此刻是兴奋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完全可以通过
作品，从世界艺术舞台的边缘走进中心，从‘唐人街’走进西方
主流社会。”

2014 年，在欧洲的地标性建筑，伦敦塔桥旁的市政厅广
场前，《吻》以其专注、陶醉的雕塑语言，令矜持的英国绅士淑
女们摘下面具，放慢脚步驻足观赏，为以沉着、抽象气息引领
世界当代艺术的城市，吹来一股诙谐浪漫之风。

……
“近年来，中国传统艺术积极走出去，但有些也难以在外

国观众心里引起共鸣。而让西方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获奖电影
或文学作品，更多是落后的山村、执拗的人，无奈的底层、荒谬
的现实，以及丑化或扭曲的中国人物形象。”

许鸿飞一直在思考，“如何向世界输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真
正的价值观。”雕塑是一种世界性语言，无须解释，便能让人心
领神会。西方人对立体造型的欣赏能力强，雕塑具有更开放的
互通性。

“不靠政府资助，自筹费用主动‘走出去’。”许鸿飞以个人
世界巡展的形式试图蹚出一条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新路。

2014 年，“肥女”们走进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宫，许多世界经典艺术作品就在其中，作为
专业出身的许鸿飞惊叹，“哇，旁边都是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大
师的顶级作品”，他担心“‘肥女’们能否 Hold 住全场”。

开幕当天，佛罗伦萨市长等政要前来观展。大会主席、意
大利托斯卡纳大区议会主席 Giuliano Fedeli 真诚讲道：

“我们生活在满城都是艺术品的佛罗伦萨，从一出生就见
到这么多大师的真迹，我们从来不缺少世界顶级的艺术品，甚
至都已经麻木了。但今天看到一位东方艺术家的作品，他像一
股清风惊醒了我们，东方竟然有这样的艺术家和这样的作品，

而他的作品我们没有。”

插旗：“工程”是块“试验田”

“它承载了我对一座城的美好记忆。”在作品《春天的故
事》前，观众蒋雨有些激动。走进国家博物馆展厅，她说有种似
曾相识的亲近感。当看到一个“肥女”在跷跷板的一头使劲撬
起三名窈窕淑女时，蒋雨哈哈地笑了。

这座雕塑她很多年前在东莞市中心广场见过。当时，她曾
跟同伴感慨“城市雕塑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它真的
太精美，并且生动风趣地表现了真实的快乐生活，而不像一些
快速发展起来的城市那样，到处充斥着粗鄙不堪的‘作品’。”

听到记者的转述，许鸿飞默默地笑了，“仅东莞，我就做了
几百个‘工程’。”也正是这些“工程”见证了一位在实践中摸索
前行的艺术家的成长历程。

1963 年生于广东阳江的许鸿飞，从小是伴着海浪沙滩小

鱼小虾长大的。为了管束儿子抑或是圆自己的艺术之梦，在工
厂做销售的父亲每次出差回家，总会给许鸿飞带回不少美术
画报、画材，甚至石膏像。阳江是著名的风筝、漆画之乡，是岭
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的故乡，小县城里绘画氛围浓厚，也惹
得许鸿飞从小就非常“羡慕那些会画画的人”。

为了画画，初中毕业后，许鸿飞放弃了进厂工作的难得机
会，执着坚持考取广东省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分配到佛山南方
印染厂负责花布设计，但“设计的花布纹样总是落选”，煎熬
中，许鸿飞决定参加高考继续深造。

边工作边补习，第一年，许鸿飞因文化课成绩落选。第二
年再战，专业成绩不错的他，因文化课 1 分之差与浙江美术学
院失之交臂。还好，因文化课成绩比分数线高出 4 分，广州美
术学院成全了一名勤奋不放弃的青年。

有着丰富社会实践经验的许鸿飞，进入专业院校后如鱼
得水。他笑称，自己的大学学费以及后来妹妹的大学学费，都
是自己在校期间靠专业挣来的。

1990 年，大学毕业后的许鸿飞被分配到广州雕塑院。“改
革开放初期，当时的广州雕塑院已经‘断奶’，不仅没有工资，而
且每年还要给院里上缴数万元。”

当别人还在依赖政府资助，将职称评定看作人生事业终
极追求时，许鸿飞义无反顾地走向市场，“投身城市雕塑建设
的洪流当中”。

一开始，职称低、名气小，许鸿飞根本进不了大城市。他拿
着地图从东莞做起，一个乡镇一个社区，一点点地推广介绍。
从婚宴的龙凤呈祥，到饭店、银行门前的石狮子，从南海、顺
德，做到广西、湖南……就这样，点点蚕食，许鸿飞的“工程”布
满岭南大地。

为了满足客户的需要，他绞尽脑汁。“先帮人做个‘十大美
女’雕塑公园，完了再策划个‘十大音乐家’，后面还有什么‘十大
明星’……”往事再提，许鸿飞笑称那会儿自己就是“生意人”。

不愿意说自己辛苦的许鸿飞，那会儿到底做了多少“和平、
希望、发展”的主题城市雕塑，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总之，在广东
许多城市的城市雕塑公园里、酒店门口、企业总部大楼前、房地
产小区的草坪上……大家都知道，“哇，广州雕塑院有个人做了
很多城市工程”，许鸿飞成了名震一方的“城市雕塑大王”。

在一些人眼中，许鸿飞是“只会赚钱不搞艺术的人”。但许
鸿飞并不将这些“作品”看成是“艺术”，他说，“工程”而已。

许鸿飞所说的“工程”让他很快实现了财务自由，并可以
随心去创作自己的作品。

“艺术家一定要有经济基础，才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如果
没有钱，一个艺术家做了五六件作品没有市场，他不可能再
做，也不想去做，也没能力再去做第八件第九件了。”许鸿飞有
自己的认识。

“不要停，接着干。”许鸿飞说他没有时间去总结、回顾过
往。“把所有时间都待在工作室，其实是蛮享受的”。

如今做世界巡展，许鸿飞会挂一幅世界地图，看着自己插
遍五大洲的小旗子，他说，以前做“工程”时地图上的步步为
营，如今看来是块试验田，“原来是为别人做作品，现在是为让
世人看到一个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表达。”

方向：忘年交黄永玉的认可推动

1999 年的一个晚上，黄永玉来到许鸿飞的广州石磨坊工
作室。因为，总有人跟他讲起广州有一个做了很多城市雕塑的
年轻人。

喝茶聊天中，黄永玉无意间看到摆在案头的一尊活泼可
爱的胖女人雕塑。

“能把这个卖给我吗？”黄老眼里有光。
许鸿飞口气中带着惶惑，“这个，不卖。”
第二年，黄永玉再次到访石磨坊，送给许鸿飞一个烟斗，

并再提要买那尊“肥女”。这一次，许鸿飞将“肥女”送给了黄
老。后来，黄永玉专门为许鸿飞创作了白描荷花《风》回赠。

“以后就做这些。”也是那一次，成了“忘年交”的黄永玉告诉
许鸿飞，“要跳出学院派那一套，要有自己的东西，越快越好！”

许鸿飞说，“做这些不行，拿不到奖，评不到职称。”

黄永玉说，“艺术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作品，你一定要跳出来。”

正是这句鼓励，让深陷艺术迷茫中的许鸿飞，通过一位年
长者的眼和心，更远地看到未来。

后来，黄永玉曾如此评价自己与许鸿飞的关系，“在北方，
想起南方。在万荷堂，想起石磨坊。在北方，我跟老头子怀念往
日；在南方，我跟石磨坊的年轻人雕塑未来。”
每一次见面，黄永玉总会说：“多一些想法，多一些新作品。”
“有想法一定要马上动手，一动手就成功了 50%。”
“‘肥女’还可以再夸张，要坚持做，慢慢演变、慢慢寻找突

破口，但不能一下变得别人不认识了。”
遇到亦师亦友的黄永玉，许鸿飞的创作之路有了更加明

晰的方向。“很多人挖了十口井，都挖不出水就跑掉了，我就是
一口井挖到底。”

2008 年，许鸿飞带着 26 件“肥女”雕塑前往法国巴黎，举办
首次海外个人展览。八旬的黄永玉行前赠字，作为许鸿飞个人
首展前言：“人说女子是男人的太阳，现在许鸿飞带着他的胖太
阳们到巴黎去了！”

11年间，许鸿飞的“胖太阳”们已超几百件，足迹遍布五大洲。
2019 年 3 月，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再度启程。11 年后，黄

永玉再次给许鸿飞的个展题字赠言：“人说女人是男人的太阳，
现在许鸿飞带着他的胖太阳们环游世界去了！”

当 96 岁的黄永玉将要用全新的作品举办个人画展时，许
鸿飞说自己不敢停歇。

在此次国家博物馆的展览中，许鸿飞的新作《绝对圆》，是
出自黄永玉与许鸿飞聊天时的一张手稿，作品逐渐突破了以往
张扬个性的“肥女”形象，开始变得含蓄而内敛。

早在 1998 年，许鸿飞在汉堡出差途中，偶尔买了两本胖女
人的人体画册，便萌生了创作“肥女”雕塑的念头，1999 年创作
的第一个“肥女”雕塑《秋》便被黄永玉发现。

许鸿飞说，“不是黄老一直在关注推进和认可，其实可能做
几件也就不敢做了。但如今世界各地的人都喜欢，的确说明幽
默跟爱是全世界的语言。”

幽默：赋予作品生活的大智慧

“一须顶嘴，两手和泥”，黄永玉给许鸿飞画过一张画像，惟
妙惟肖地肯定了这个以“肥女”雕塑著称的雕塑家。

2002 年，广州雕塑院院办打电话给许鸿飞，说院里请他回
去参加“院长公开选聘”。黄永玉知道后说，“你不要做，一个你不
会讲话。另外，你做了正院长，老是开会什么的，哪还有时间搞
创作，现在是个副院长，不错了。”

不会讲话，成了许鸿飞的“老梗”。
不善言辞，不愿意参加活动，更不喜欢在公众场合发言讲

话。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不善言辞的外表掩盖不住他内心的
诙谐与幽默。

2008 年汶川地震后，广州作为援建单位，由许鸿飞创作的
大型雕塑作品《大禹》被安置在汶川县城入口处。揭幕当天，组
委会负责人告诉许鸿飞，“现场发言控制在 10 分钟”。许鸿飞说
“一分钟都用不了”，他跟负责人商量，“能不能不讲话，这样，我
送给你一座雕塑。”

“不能！”对方回答。
如今再提，大家哈哈大笑后发现，许鸿飞总是能从自己独

特的视角中去发现生活中的乐趣而分享给大家。
有人问许鸿飞喜欢自己的哪个作品，他会风趣地讲一个

黄永玉的故事：“有人问黄老，‘您喜欢您的哪幅作品’，黄老说，
‘你这就好像在问一个满脸麻子的人，你喜欢你的哪个麻子一
样。’”

受“老顽童”黄永玉的影响，生活中，除了冷幽默，许鸿飞更
多能把这种诙谐的智慧运用到作品当中。

在广州街头，路过烧鹅店时，看那一排倒挂的烧鹅，让他迅
速创作出“肥女”系列之《四只小天鹅》。

在参展米兰世博会期间，一家生产童车的企业老板请他以
“肥女”形象做一个雕塑。许鸿飞说，“没有新意，我是不会去做
的。”那几日，在米兰街头，当看到有女孩子骑着独轮车在广场玩
耍时，许鸿飞的灵感来了。

当把骑着独轮车、手推童车的作品《贝茜》交予客户时，“肥
女”笨重的身躯与轻盈闲适的动作，令对方惊喜之余是对一位中
国艺术家的佩服与赞叹。

在广州工作室，因为大雨泡了存放展品的仓库，身边工作
人员不免心生伤感。然而许鸿飞却在短时间内创作出了“肥女”
系列作品，“有游水的，洗澡的，与水草嬉戏的，还美其名曰‘水系
列’作品”，许鸿飞说是看到“肥女泡在水里时想到的”，身边工作
人员嬉笑：“艺术家的‘脑洞’是真大呀！”

许鸿飞的“脑洞”之大还表现在他对作品材质的突破上。
2012 年，当他创造性地用翡翠雕出了世界第一件艺术作品《翡
梦》时，人们不禁惊叹翡翠与肥女无疑是绝配。

“文化自信，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创，自己的东西被别人认识，

不断地传播，你就变得自信，坐在这里说自信是没有用的。”许鸿
飞说。

作为《雕塑》杂志主编，宋伟光见证了“肥女”的变化和成长，“许
鸿飞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具象又戏剧化的形态呈现出女性的柔情、
母性和自信，消解了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将其推向了幽默，也因此
迅速让外国观众找到了共鸣。在这种诙谐的气氛中，让中西方的文
明对话，也让全世界感受到他倾注在雕塑中的中国文化。”

如今，“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已从当初的主动“走出去”，到
“走进去”，再到今天受邀“请出去”，“2016 年秘鲁站、2019 年西
班牙站均为主办方付费邀请的展览。”许鸿飞说，目前受邀展览
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广州雕塑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许
鸿飞没有停下走向世界的脚步。他说，“如果可能，我或许会去挑
战南极、北极，我想让‘肥女’跟企鹅融在一起。”

他带着“胖太阳”们环游世界
当代艺术家许鸿飞的个人雕塑世界巡展：从主动“走出去”，到受邀“请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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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传统艺术积极走出

去，但也有些难以在外国观众心里引起

共鸣。而让西方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获奖

电影或文学作品，更多是落后的山村、执

拗的人，无奈的底层、荒谬的现实，以及

丑化或扭曲的中国人物形象”

许鸿飞一直在思考，“如何向世界

输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真正的价值观”

“不靠政府资助，自筹费用主动‘走

出去’。”许鸿飞以个人雕塑世界巡展的

形式试图蹚出一条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的新路

▲《和平与未来》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柏林站。

▲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希腊站。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欢乐海岸》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悉尼站。▲《墨尔本之约》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墨尔本站。

▲许鸿飞创作《绝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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