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鄂雕塑馆”
“廊小”的骄傲

办学是根的事业。 而“何鄂雕塑馆”生根

“廊小”，让学校生辉、文化出彩、教育添魅，师
生有幸，这是我们的骄傲、荣耀和福气！

何鄂教授， 是中国当代享有盛名的雕

塑家，身兼中国雕塑业界多个要职，德艺双

馨，为人称赞。她传世名作甚丰，成名作《黄
河母亲》更是享誉中外，名垂艺术青史，成

为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
何鄂出身金山廊下，家学渊远。她八旬

有余，艺术人生 60 年，勤恳不辍；她德高望

重，热爱家乡，眷恋故土，不辞辛劳，数度远

自兰州返乡办展，捐赠作品，以献爱心，甚

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一个作品，就是一种生活、一个灵感、

一个故事，更是一种精神。何鄂的作品源于

生活，主题鲜明，形象生动 ,刻画细腻 ,寓意

深邃 ,且内容丰富多彩，颂扬真善美，具有

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教育穿透力， 是一本

鲜活又充满美感的、 培育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的“教科书”,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新教材”。
“廊小”，因为有了“何鄂雕塑馆”而与

众不同；“廊小”师生，因为有了何鄂大师而

获益匪浅；“廊小”校园文化，因为有了艺术

精品的辅佐而倍增教能。
“何鄂雕塑馆”建在我校，放眼国内，类

似艺术场馆为数不多。她不仅属于“廊小”，
属于廊下，也属于金山、属于社会，更属于

我们的莘莘学子。 “赏雕塑、玩泥巴、练巧

手、美心灵”,让农家子弟零距离地徜徉于

艺术大师的神圣殿堂， 领略中华民族的瑰

丽文化，浸润雕塑艺术的春华秋实，开阔眼

界、增长知识、培养能力、陶冶情怀，实在是

一件公益善事。
“何鄂雕塑馆”，不仅是一笔功在当代的

艺术财富，更是一幅利在千秋的教育画卷。
（作者为上海市金山区廊下小学校长）

根与叶的情缘：“何鄂雕塑馆”诞生的“背景”
“何鄂雕塑馆 ” 的诞生 ， 有着耐

读的故事。

家乡情结

一位大名鼎鼎的全国著名雕塑家把

雕塑馆建在一所乡镇小学，耐人寻味。
1937 年，日寇侵占金山，何鄂一岁

不到被迫离开家乡。 小时候，她奶奶就

教何鄂和何鄂的胞弟何顾继德俩“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古诗，还教他俩

学家乡廊下话， 说等姐弟俩长大后，有

机会回到家乡，要用家乡话与家乡人交

流，要用自己的才华为家乡做一点事。
2004 年， 何鄂应廊下小学邀请从

兰州回到金山廊下参加建校百年庆典。
之前， 出身廊下的何鄂已将创作的革

命 烈 士 《勇 敢 的 鲜 军 》 铜 像 赠 予 了

“廊小”。
这一次回乡 ， 让何鄂更加触景生

情， 不仅儿时就埋在心灵深处的家乡

情结一触即发 ， 而且使更深一层的血

脉渊源一脉相承。
这故事就发生在 2004 年 10 月 18

日 “廊小” 建校百年庆典开始前的那

些许晨光。 那天 ， 当朱保良校长陪着

何 鄂 与 其 爱 人 张 玄 英 老 师 参 观 百 年

“廊小” 的遗存石碑时， 那碑额上写着

“金山何朱两先生纪念碑” 的字样， 不

由得触动了张玄英老师的联想———“这

学校创始人何静渊校长说不定和我们

何 家 有 关 系 呢 。” 说 者 无 意 ， 听 者 有

心。 张老师这不经意的一句话 ， 即刻

引起了朱校长的极大兴致 ， 他随即询

问了何鄂父母的姓名 ， 然后趁嘉宾在

会客室休息的间隙 ， 急忙打电话给当

时已九十高龄、 1935 至 1937 年任 “廊
小 ” 校 长 的 何 修 伦 先 生 ， 查 询 此 事 。
果不出所料， 何校长在电话中不假思

索地说 ： “何鄂的父亲———何修尧先

生， 是他的堂兄 ， 和 ‘廊小 ’ 的创始

人何静渊就是一家人。” 经何校长严谨

的排算， 何静渊先生就是何鄂上推四

代之内的先辈了 。 后来 ， 何鄂又从朱

校长处得知 “廊小 ” 历任校长中还有

五位是她的先辈 ， 何鄂父亲何修尧先

生也曾做过 “廊小” 教师。
家乡的情结 ， 血脉的渊源 ， 一时

化作难以割舍的情愫 。 从此 ， 何鄂与

家乡与百年 “廊小 ” 心心相印 ， 息息

相关， 多次回家乡寻根探望 ， 并先后

在上海美术馆 、 家乡万春苑举办雕塑

作品展， 也多次向金山区政府 、 廊下

镇 政 府 、 廊 下 小 学 捐 赠 过 雕 塑 作 品 。

不过， 何鄂觉得这些还不能完全表达

她对家乡的回报和思念之情 ， 心里还

一直藏着一个夙愿 ： 条件成熟时 ， 一

定要把一生中最有影响 、 最有价值的

雕塑作品， 在先辈创办的百年 “廊小”
永久展示， 以回报故乡热土。

金山区教育局 、 廊下镇党委和政

府被何鄂浓浓的家乡情和感人的美好

夙愿所深深打动 ， 给予高度重视和鼎

力支持， 同意建造 “何鄂雕塑馆”。 于

是， 何鄂亲自筹划 ， 并与胞弟何顾继

德 先 生 共 同 设 计 、 布 局 ， 殚 精 竭 虑 ，
精益求精， 以臻完美 ， 倾注了无数心

血。 2014 年， 由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

斌题写馆名的 ， 一个有历史渊源 、 有

文化内涵、 有艺术美感 、 有教育价值

的大师级的艺术展览馆在百年 “廊小”
建成， 何鄂梦想成真。

可以说， “何鄂雕塑馆” 的创建，
既是何鄂故乡情结和母校情愫相融合

的结晶， 也是艺术大师倾力艺术和倾

注教育的完美体现。

文化情缘

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廊下

小学， 一直将文化立校作为办学的主

旨， 并不断深化实践。
2004 年，学校百年庆典之际，相继

创建 “开智石”、“何朱两先生纪念堂遗

址”、“老房子”、“西校门”、“鲜军雕像”、
“书山有路” 等十大人文景点。 2012 年

始，“校园安全工程”和“漕廊公路观光

带”的实施，为“廊小”校园文化提升提

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学校先后新

建“桃李园、松梅园、莲湘园、童趣园、稚

乐园、运动区、休闲区、表演区”等“五园

三 区 ”和 “斗 姥 阁 、何 鄂 雕 塑 馆 一 阁 一

馆”，新增以何朱两先生名字命名的“静

渊亭”、“志贤门” 以及 “何朱两先生铜

像”、“1917 年老照片石刻画”、“村校边

门”、“能歌善舞雕塑”、“校训石”、“思乡

泉”、“欢乐大舞台”、“牡丹石”等新十大

人文景点。 2013 年，学校荣获上海市校

园文化环境建设示范校。 2014 年，学校

还新建了有地域特色、文化内涵 、美感

迸发的北大门，成为漕廊公路观光带上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 复建了初创校舍

“斗姥阁”，作为学校的校史馆 ，浓缩了

110 年校史，展出几百件文物史料，收藏

多件镇校之宝。
而“何鄂雕塑馆”的诞生，不仅使校

园文化得到物质上伸展的丰富， 而且使

以德育人、 以美怡人得到文化情缘的续

写和精神品位的提升。 尤其在当前，全面

注重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背景下，
无论是“雕塑馆”的社会参与价值，还是

为学生提供的自主发展平台， 都为百年

“廊小”奠定了更深厚的综合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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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保良

雕人类艺术之精华 塑特色育人之品牌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小学“何鄂雕塑馆”凝聚爱国之志、爱乡之情的暖心轶事

社会资源有序引入校园的创举 传统艺术有机融入课程的范例

一位中国著名的雕塑家缘何要把自己的精品力作
放在一所小学， 创建一个雕塑馆？

一所小学为何要盛情邀请艺术大师进校园， 让她
的艺术才华和精神力量化作爱国主义教育的 “物化读
本”， 化作校园文化流淌的 “溪水之地”？

一所小学建立的校园 “五园三区、 双十景、 一阁
一馆”， 为什么要把雕塑馆变成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

这一定是有渊源的。
这不是信手拈来的随意， 而是教育大家的风范；

这不是一时狂想的冲动， 而是品质教育的执着。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小学 “何鄂雕塑馆” 的诞生，

不仅有着天时、 地利、 人和的 “境遇”， 而且有着艺
术、 教育、 良知的 “情缘”。

“何鄂雕塑馆” 创建在廊下小学， 刷新了大师艺
术博物馆进驻校园的历史， 是社会文化资源 “嫁接”

学校教育的生动范例；
廊下小学建成 “何鄂雕塑馆”， 丰富了校园文化

引入大师艺术的呈现方式， 是学校教育 “融入” 社会
范畴的有益尝试和大胆创举；

廊下小学的 “何鄂雕塑馆”， 开拓了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的新思路， 开创了艺术教育进校园的新模式，
开辟了活用社会资源优化校园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廊下小学的 “何鄂雕塑馆”， 展现的是故乡、 母
校的一种情缘； 抒发的是爱国、 爱乡的一种情怀； 体
现的是艺术、 习得的一种情致。

廊下小学的 “何鄂雕塑馆”， 是百年 “廊小” 新
百年史上一大喜事； 是廊下全镇人民的一大盛事； 是
金山教育的一大幸事。

如今， 廊下小学的 “何鄂雕塑馆”， 已成为师生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 “大课堂 ”， 进行艺术熏陶的
“大熔炉”， 实施美育实践的 “新天地”。

何 鄂
1937 年出生,上海金山廊下人，

1955 年毕业于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

雕塑专业。先后在甘肃省美术服务社

任职， 兰州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敦
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12 年，甘肃省工

艺美术公司及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勤

耕数载，创立甘肃何鄂雕塑院。
历任甘肃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所

长 、 全 国 城 市 雕 塑 艺 术 委 员 会 委

员， 现任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
全国城雕艺委会专家顾问、 中国建

设文化艺术协会环境艺术专业委员

会专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

院特聘雕塑家、 甘肃省美术家协会

名誉主席、 甘肃何鄂雕塑院院长、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小学名誉校长。

先后荣获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

兵”、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甘
肃省艺术终身成就奖”， 是 “中共

十四大代表”，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 获 得 者 ， 英 国 皇 家 艺 术 研 究 院

“荣誉院士”、 “客座教授”。
主要艺术成就： 成名作大型城

市雕塑 《黄 河 母 亲 》 （花 岗 岩 ），
1987 年 获 “ 全 国 首 届 城 雕 优 秀

奖”， 2009 年获建设部、 文化部颁

发 的 “新 中 国 城 市 雕 塑 建 设 成 就

奖”； 代表作 《绣花女》 （粗陶彩

绘）， 1989 年获 “刘开渠雕塑艺术

基金奖 ”； 《唐乐 》， 1999 年获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金奖； 巨型

五 组 城 雕 《 成 吉 思 汗 雕 塑 群 》 ，
2006 年获 “全国城雕年度大奖 ”；
《羊娃 》， 2013 年获法国卢浮宫国

际美术展评委奖。
永久收藏作品：《黄河母亲》被

澳门艺术博物馆收藏；《绣花女》《花
儿》《深情》《希望星辰·羊娃》《希望

星辰·裕固女》《希望星辰·失学女》
《生命·涌动》 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绣花女》 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摔跤手》《希望星辰·羊娃》《希望星

辰·藏童》《希望星辰·裕固女》 被上

海美术馆收藏；《巨匠》 被中国雕塑

院收藏；《众志成城》 被甘肃博物馆

收藏；《祝贺》《骨肉》《晚年》，被长春

雕塑馆收藏；《成吉思汗头像》 被鄂

尔多斯青铜博物馆收藏。

雕塑是我的心脉 ， 我生
命的血浆 ， 让它尽情无碍地
流淌吧 ， 流淌殆尽时 ， 自然
会凝固为永恒。

雕塑是我表达情感的方
式 ， 自己要做的就是用雕塑
去说话， 用雕塑去表达心声。

我能够奉献给中华民族
的 ， 唯有雕塑 ； 我能够给予
我们这个时代的， 唯有雕塑。

我艺术激情的喷发 ， 多
是来自身边感动我的人和事，
我只有用自己的手雕塑出来，
才能表达我的崇敬之情。

雕塑是城市的眼睛 ， 是
凝固的音乐 。 城雕作品的生
命力在于把握地域文脉。

我所有的雕塑作品都是
在向祖国 、 向民族诉说三个
字———“我爱你”！

“何鄂雕塑馆”
校园文化“圣地”
2015 年 5 月 8 日， 也许是一个极为普

通的日子，但对建校 110 多年的金山区廊下

小学而言，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辰，一个特

殊的场馆以一种独有的方式出现在校园，即
由中国著名雕塑家何鄂女士捐建的“何鄂雕

塑馆”落成开放，与此相媲美的是一座展示

学校百年发展历程的 “斗姥阁”（校史馆）也
同时亮相。

双双驻立，双喜临门。 这是学校发展历

史篇章上的厚重一笔，也是学校文化展现深

邃内涵和靓丽具象的精彩一幕，必将镌刻在

“廊小”的历史丰碑上。
在落成典礼上，金山区教育局局长顾宏

伟表示，“何鄂雕塑馆”、“斗姥阁” 落成意义

重大，震撼感人，这是廊下小学用心用情执

着办学的丰硕成果，是大师资源有序引入校

园的大胆创举，也是传统艺术有机融入课程

的生动范例。时任金山区教育局党委书记邱

辉忠，廊下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叶广贤为“何
鄂雕塑馆”和“斗姥阁”（校史馆）揭牌。 顾宏

伟还为何鄂女士颁发了 《终身名誉校长》荣
誉证书， 并为高级工艺美术师何鄂胞弟、何
顾继德先生颁发了 《校园文化设计终身名誉

顾问》荣誉证书。廊下小学校长朱保良动情地

向来宾们介绍了“何鄂雕塑馆”和“斗姥阁”
（校史馆）的筹建过程，感谢何鄂女士对故土

的眷恋和不舍,对百年廊小的钟情和厚爱，为
“廊小”奉献了如此令人震撼充满美感的艺术

殿堂，感谢何顾继德先生对“廊小”的倾注、投
入和付出，为“廊小”设计出了如此美丽漂亮、
古朴典雅而又有文化品位的校园环境。

最后，何鄂女士满怀深情地说：“我虽远

在大西北的甘肃，并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半个

多世纪，但我的故乡永远是我梦魂皈依的地

方， 我永远是金山廊下的女儿。 ‘何鄂雕塑

馆’让我与家乡情脉相连，与百年‘廊小’灵
犀相通。如果我的作品能让大家不断走近雕

塑、了解雕塑、喜欢雕塑，如果我的雕塑馆能

使‘廊小’的蓬头稚子感受艺术、净化心灵、
陶冶情操， 从中不断得到美的熏陶和启发，
我就会感到特别的开心和幸福！ ”

从此，“何鄂雕塑馆”， 每天与廊下小学

师生相亲相伴，雕塑艺术与美学育人相融相

谐，成为学校爱国、爱乡教育的“家园”,成为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田园”，成为传播校园

文化的“乐园”，成为学校特色育人的“沃土”。

美与艺的情怀：“何鄂雕塑馆”成型的“内涵”
“何鄂雕塑馆”的成型，有着内涵的

演绎。

弥足珍贵

“何鄂雕塑馆”展出作品图片 80 余

件，原作 20 件，其中有何鄂的处女作 、
代表作、成名作，充满着对历史的追寻、
对大爱的执着、对艺术的钻研 、对教育

的倾情，是个“高大上”的雕塑展馆 ，弥

足珍贵，令人震撼。

蕴含万千

第一部分：真爱永恒。 一组《真爱永

恒》作品集中体现了人世间的真爱与真

情。 其中《同学》雕塑，表现了一个佩戴

红领巾的孩子帮扶一个残疾孩子过马

路时的情景。
有一次，何鄂见到一位只有一条腿

的残疾女孩拄着拐杖上了公共汽车，她

长发飘逸，脸庞漂亮。 当时，何鄂对乘客

说：“哪位给她让个座？ ”但没有一个人

回应让座。 这一幕深深地、酸酸地刺痛

了何鄂的心，此后她就创作了作品 《同

学》，以期望唤起社会良知 ，同时 ，使学

龄 儿 童 在 幼 小 的 心 灵 中 播 撒 友 爱 、关

怀、帮助弱势群体的种子。
另外《亲昵》《鸟语》《和睦》也是值

得一看、值得品味的作品。
第二部分：文明传承。 作品《黄河母

亲》是何鄂的成名作，也是何鄂所有作

品中最有影响力、最有感染力 、最有震

撼力的作品。
《黄河母亲 》创作于 1984 年 ，1986

年坐落于兰州黄河南岸。 雕塑材质为花

岗岩，长 6 米，宽 2．2 米，高 2．5 米，总重

40 余吨。
《黄河母亲》由“母亲”和“男婴 ”组

成。 “母亲”，象征了哺育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不屈不挠的黄河；“男婴”象征着

快乐幸福、茁壮成长的华夏子孙。 作品

以母亲的博大、坦荡象征黄河 、象征民

族，以母亲的善良、慈爱激励后代，给儿

女以智慧和力量。 作品抒发了千千万万

炎黄子孙对民族、 对祖国的无限深情。
作品建成三十年享誉海内外，如今已成

为甘肃省文物。
何 鄂 正 因 为 有 30 年 大 西 北 和 12

年敦煌的历炼和积淀，才有《黄河母亲》
等作品的创造和迸发。

另外 《文成公主》、《玄奘》、《杜甫》
等作品也非常有震撼力。

第三部分：希望星辰。 一组《希望星

辰》雕塑是七个孩子，像北斗星一样充满

希望的“星星”。 何鄂一直认为，不管是城

里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无论他们贫

穷或富有，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

之分，他们都是希望的星星、国家的未来。
第四部分：志存高远。 一组《人生》

雕塑，表现了人生的幼年、成年、老年的

三种状态。 一组《生命》雕塑，表现了生

命的沉睡、涌动、燃烧的三种状态。 这两

组作品告诉人们： 人生的长度有限，我

们要珍惜生命，活得要更有意义。
何鄂长期生活在大西北，对西北的

人和事都充满了深深的感情。 《边寨新

乐章》《王震与卫校学员》《流淌的河》等

作品，都是何鄂对大西北充满热爱的一

种情感表达。 而《马可波罗》表现了意大

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中国西部的热爱

和关注。
第五部分：至善至美。 这里的展品

内容十分丰富，每件雕塑都有一个感人

的故事，都表达了何鄂弘扬和谐社会的

创作理念和追求“真善美”的创作激情。
第六部分：华夏精英。 一组《华夏精

英》共有 9 个人物，其中有《徐向前 》铜

雕、《李先念》年青时代的铜雕等。
第七部分：厚土滋润。 《绣花女》是

何鄂的代表作，作品吸收了彩陶的膨胀

感，同时吸收了皮影、剪纸等影像特色，
将民间文化吸收、借鉴表现在现代人物

主题上。 作品自然而有生活气息，一条

绣出的鱼儿显得很有灵气且寓意甜美。
2001 年，家乡邀请何鄂回上海办展

览， 当时何鄂心里就像有一杆天平，甘

肃是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家乡又是

她的故土，何鄂觉得甘肃和金山在她的

心中是一样的重，是同样的 “厚土 ”，为

此用了三个月时间，一气呵成创作了厚

土系列作品《黄土》《沃土》《乡土》。
第八部分： 中华史诗。 设计 14 个

月，制作 8 个月，创作团队 800 人，用去

泥土 915 吨、石膏 710 吨、铜 480 吨，最

高处达 16 米，最长处为 32 米 ，它就是

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青铜城雕《成吉思

汗雕塑群》，于 2006 年建立在鄂尔多斯

市广场上。 这组气势宏伟的城雕，被誉

为“新时代雕塑奇迹”和“中国大型雕塑

的一座里程碑”， 并于当年获得了全国

城雕评比年度大奖。
第九部分：家乡情怀。 家乡的情最

浓，家乡的爱最深，家乡的景最美。 这里

集中展示了何鄂为家乡的倾心之作。 据

不完全统计，何鄂建在家乡（包括捐赠）
的雕塑已有 42 件。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2015 年 耸 立 在 金

山卫抗战遗址公园的 《金山卫风云》石

雕， 展现了金山军民英勇抗击日寇野

蛮侵略的悲壮历史场景 ， 作品在世界

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

日落成。

习与修的情致：“何鄂雕塑馆”运用的“功能”
“何鄂雕塑馆”，不仅具有观赏、美育

价值，而且有习德和陶冶情操的功能。

潜移默化

“何鄂雕塑馆”，既有以人类历史和

社会长河为对象的史实性的雕塑， 也有

取自于廊下小学校园人物、 师生生活的

现实性的雕塑， 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开展爱国、爱乡教育最生动的身边教

材，潜移默化引导着“廊小”学子成长。
如《勇敢的鲜军》雕塑 ，再现了 “廊

小”校友、革命烈士张鲜军生前下海救

孩 子 的 刹 那 间 感 人 至 深 的 英 雄 形 象 ：

1987 年 8 月 1 日下午， 张鲜军正在石

化海滩边游玩 ， 突然发现三个在海滩

边玩水的孩子被一个巨浪卷走了 ， 他

迅速脱去上衣 ， 跳入汹涌的大海……
三个孩子得救了 ， 而鲜军却永远离开

了 我 们 ， 那 一 年 他 才 22 岁 。 再 如 ，
《能歌善舞》 雕塑， 其中的 “歌” 指拍

手歌， “舞” 指莲湘舞。 “拍手歌 ”、
“打莲湘” 是 “廊小” 两个最有影响 、
最有特色、 最有成效的教育品牌 ， 先

后荣获上海市教育系统校园文化建设

十佳优秀项目奖。 作品中四位学生栩栩

如生，两位正在唱拍手歌 ，两位正在跳

莲湘舞，象征着“廊小”学生人人会唱拍

手歌、人人会跳莲湘舞，展现了“廊小 ”
学生阳光自信、活泼可爱 、快乐健康的

精神风貌。

进入课程

学校利用 “何鄂雕塑馆”进行了系

统构划，开设了雕塑课程 ，编印了雕塑

折页,编写了校本教材，创建了雕塑专用

教室和学生作品展示室，并分年级对习

得雕塑提出了整体方案，使每一个 “廊

小人”都能学习历史与文化 ，了解雕塑

美学与知识，掌握雕塑技能与方法。

同时，“何鄂雕塑馆”里的一件件作

品、一个个故事成为学校“小导游”最好

的宣讲脚本。 小学生一次次有声有色地

讲解，成为雕塑馆最感动观者的一道靓

丽的风景，既锻炼了待人接物和表达能

力，也增强了服务意识和艺术修养。

对外开放

每逢双休日，“何鄂雕塑馆”对外开

放，工作日也可预约参观。 参观者络绎不

绝，纷纷留言，好评如潮：走进“何鄂雕塑

馆”，仿佛来到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

何鄂身边，走进了一个对历史讴歌、对生

活赞美、对人性颂扬的精彩世界。
可以说，“何鄂雕塑馆”的知名度越

来越高，社会价值、观赏意义也越来越

大，已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心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