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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October 31, 2018, the world’s largest statue that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the 
“United Statues” of India was officially completed, ending the controversy over whether the statue 
will be completed. But the giant image of the new era brought shock to the world and it will not 
calm down for a long time. India is not only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untr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world’s largest statue, we can learn 
various aspects about Indian culture, including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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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10月31日，广受关注的世界最大雕像—印度《团结雕像》正式落成，围绕雕像是否会落成的争

议就此落幕。但这尊新时代的巨像带给世界的震撼却很长时间不会平息。印度既是文明古国，又是“一

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从这尊世界最大雕像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前印度文化、经济、

科技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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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媒体最早从 2011 年起报道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决定斥资 3 亿美元设计建造自由斗士帕特尔

的纪念性雕塑——《团结雕像》(Statue of Unity)的消息。计划中的雕塑不计基座高约 182 米，相当于美

国《自由女神》的 4 倍。雕塑本身具有相当的功能性，包括记录帕特尔生平的高科技博物馆，内设电梯，

游客可通过帕特尔的双眼俯瞰周边景致[1]。项目具体规划、设计、施工者是一个以 Michael Graves Ar-
chitecture & Design (下简称 MGA&D)为代表的企业财团，其中还包括因管理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而闻

名的 Turner Construction 公司。负责泥稿创作的是艺术家拉姆•苏塔尔(Ram V. Sutar)。项目工期预计需要

56~57 个月：其中规划需要 15 个月，施工需要 40 个月，企业移交需要 2 个月。 
2018 年 10 月 31 日，《团结雕像》正式落成。巨型纪念性雕像，特别是以人体为表现对象的巨型雕

像从来都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因此，在雕像接近完工之际，结合历史上的经典巨型雕像建设案例，从人

物、地点、资金、政治、材料、工艺、尺度等多个角度全面深入解析《团结雕像》，对于了解世界巨型

雕像设计施工工艺的进展有显著的借鉴价值。即使抛开艺术界人士出于专业考虑的浓厚兴趣不谈，在近

年来因中国巨型雕像建设广西“柳宗元像”等事件屡屡成为媒体争议漩涡的背景下，来自东方邻邦，文

明古国印度的经验应该也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2. 纪念对象与决策者 

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是印度国大党早期领导人，1875 年出生，其现名中的“Sardar”在印

度各民族语言中普遍有“领袖、首领”之意，属于尊称。帕特尔长期追随甘地，在印度独立运动中发挥

重要领导作用，四次被捕入狱而矢志不移，因此素有“印度铁人”之称。印度独立后，帕特尔出任第一

任副总理和内政部长，一度与尼赫鲁分享权力。帕特尔主张由工业家来经营实业，而非工业国有化，同

时极力促进民族融合，在印度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2]。 
雕像选取了帕特尔老年时期的形象，因为这一形象在印度人民心中最为经典。这一身服饰是印度男

性最典型的传统礼服。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看似肥大宽松的下装“多蒂”(Dhoti)。“多蒂”并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裤子，其主体是一块白色的棉布，穿着方式因地区而异，主要可分为两种形式：从两腿间穿过去

的兜裆式和像纱丽一样在身上的缠裹式。前者穿法是从两腿间穿过后再拉出，折叠成褶，掖进后腰中间。

较长的布端在前腰中央折叠出五个规律直褶，剩下的布顺势向后绕，再绕回到前腰，压住折叠好的直褶，

反向掖进向后绕的布条中，紧紧地系在腰间。“多蒂”的来历与印度宗教传统有关，在印度教的宗教习

俗中，衣服被认为是不洁之物，因此修行者都尽可能少穿衣服。“多蒂”就因为没有接缝而被认为是“净

衣”，从而得到广泛穿着。雕像中的坎肩和披肩并不是这套礼服的必选，一般来说要搭配长款开襟外套

Sherwani。但从帕特尔保留下来的大量影像资料，特别是考虑到老年人的衣着习惯还是比较适合的。帕

特尔雕像上装是印度传统上装 Kurta(一种长衫，两端往往略微裁开以便于活动)，足踏印度传统凉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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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服饰综合了帕特尔的个人色彩和印度传统文化，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无可指摘，但是考虑到雕像的规

模，相对宽松的结构与繁多的皱褶极大地增加了工程量和造价(见图 1)。 
 

 
Figure 1. A rendering of the completed statue 
图 1. 雕像完工后的效果图 

3. 雕像选址地点与资金投入 

一般说来，大型纪念性雕塑的具体选址通常在有特殊意义的地点，比如落成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最激

烈处——玛玛耶夫岗的《祖国母亲》。但目前并未找到《团结雕像》在区一级的具体选址的意义。雕像

位于古吉拉特邦东部纳姆达区(the Narmada district)的萨杜贝岛(Sadhu Bet)，该岛位于萨达尔•萨洛瓦尔水

库(the Sardar Sarovar Reservoir)以南约 3.5 公里处。比较明显的一点原因是，雕像决策者和建设财团更希

望发挥其观景功能，毕竟周边有很多美景，如萨图拉山脉(Satpura mountain ranges)和温亚查尔山脉

(Vindhyachal mountain ranges)。投资方也专门设计了配套酒店、商场、纪念中心，和通往附近卡瓦迪亚镇

(the town of Kevadia)的一条公路，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为旅游者提供全方位体验，提高游客承载量，

从而通过旅游业繁荣来收回成本，甚至活跃区域经济。 
另外，《团结雕像》的资金保障有一点新颖支持，即采用了近年来在基础设施中较为流行的 PPP 模

式即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如学者所言：“PPP 模式作为一种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

理念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全过程的合作关系，已经成为创新公共服务投入机制的新模式，可以有效化解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3]这种模式在近年来的经济活动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在大型纪念性雕塑

的历史上并不新颖。大多数巨型雕塑的资金筹措都包含了国家或地方财政支出以及私人投资或捐款。最

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自由女神》。 
综合看来，《团结雕像》尽管采用了时下流行的 PPP 模式，但政府在其中承担极大比例，因此得以

如期完工。而且由于后面要提到的尺度、材料与工艺选择，其资金支出相比世界范围内案例较为昂贵。

是否能如预期，通过后期吸引游客以收回成本，则依赖于国内旅游市场的发达和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意愿，

目前不便于推测，但难以足够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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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写实雕塑技法的利与弊 

雕塑创作技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所要采用的材料与工艺。相对于目前广泛采用的降低人力与原材料

成本，尽可能依赖工厂装配以减少外场施工周期的成熟大型公共雕塑技法，《团结雕像》采用了传统的

写实技法，以忠实还原帕特尔的形象。这样的优点自然是还原度高，受众面广，特别是考虑到印度民众

对抽象艺术接受程度有限，选用写实技法的意义还是很显著的。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成本高和施工过

程复杂，特别是前面提到的雕像身穿宽松的印度民族服装，衣服纹路皱褶多且复杂，全面增加了青铜铸

造外板的重量。 
我们可以通过目前公布的各种原材料数量来粗略估算工作量。目前公布项目混凝土浇筑量约为 7.5

万立方米，钢结构约重 5,700 吨，钢筋 15,500 吨，青铜外板 22,500 吨。当然，混凝土的重量与体积之间

的关系比较复杂，要综合考虑钢筋用量等，大约一立方米重 2.4 吨。这样《团结雕像》仅计算混凝土和

青铜外壳就达到 20 万吨以上。相比之下，同样采用混凝土浇筑工艺的俄罗斯《斯大林格勒战役纪念综合

体雕塑》主雕塑——《祖国——母亲》，以 85 米(到剑尖 102 米)高的总重，也仅为 8000 余吨。当然，《团

结雕像》集成了观光平台等设施，因此两者不能一概而论。但由此可见，传统写实技法结合青铜铸造工

艺创作巨型雕像会带来材料消耗与工作量的倍增。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范围内探索利用新方法，低成本、高速度建造巨型雕像又有了新的突

破。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 2015 年由南非艺术家马尔科·钱法内利利用二维视错觉结合环境总体设计创

作的在中东酋长国阿布扎比落成的《猎隼》(Falcons)，同样手法创作的《曼德拉雕像》(RELEASE)已经

享有很高知名度。《猎隼》由 132 根 17 米高的钢柱组成，成功地在不同视角上展现出 6 只猎隼的形象，

总尺度为 51 × 17 × 17 米，如此大的尺度仅用去 120 吨钢铁，称得是巨型雕像设计施工领域的最新成就。

[4]虽然国情不同，构思出发点不同，但这些例子还是证明了借助艺术创新，以低成本完成巨型雕像的更

多可能，而非仅有写实技法加之青铜铸造这一种传统方法。 

5. 核心筒技术的采用 

从目前的资料与部分施工现场图片看，雕塑采用了近年来在建筑领域广泛采用的核心筒技术。核心

筒的全称是“钢–混凝土组合框架–核心筒结构”，建筑领域的学者简练概括了这种技术的优点：“钢

–混凝土组合框架–核心筒结构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种结构体系，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相比，具有结构

自重轻、建筑使用面积大、施工周期短、基础造价低等优点。”[5]除了上述优点，核心筒技术还大幅改

善了构筑物的抗震性能。而后者是历史上很多巨型建筑、雕塑毁损的首要原因，比如被誉为“古代世界

七大奇迹”之一的罗德岛巨像就在建成不久后因地震垮塌。另外，由于《团结雕像》还要承载游客观光

的功能，从地面达到位于双眼处的观景平台远远超出了人类体力极限，必须设置电梯。这已经被早期的

巴黎艾菲尔铁塔和 2012 年落成于伦敦的《伦敦轨道塔》的成功证明。这样一来，核心筒能够容纳电梯井

道及通风井道、电缆井道等其他配套设施，就成了巨大优势(见图 2)。 
《团结雕像》主要利用精心设计的钢质框架承载构成人物形象的青铜外板，尽管目前没有具体资料

介绍青铜成型工艺，但目前施工现场照片判断，结合约 22,500 吨的总用铜量，和雕塑小稿的写实程度，

推断使用的是青铜铸造工艺。相比于锻造工艺，青铜铸造能够更好还原泥塑小稿的肌理，提升雕像写实

程度。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在于造价高昂。截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国内普通电解铜比较有代表性的价格

在一吨 57,400 元左右，也就是说，仅计算最廉价的铜材料本身，22,500 吨青铜价格就超过 10 亿元人民

币。如果按照作为艺术品的青铜铸造价格就更为高昂。早在文艺复兴时期，“青铜像的价钱是大理石雕

像的十倍。”[6]紫铜板锻制、不锈钢板锻造、钢筋混凝土浇筑技术等都是利用材料学和工艺学的新知识

以降低大型雕塑造价的探索与尝试。在比较极端的例子中，如前苏联在列宁颁布《纪念碑宣传法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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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财力有限，大量使用木材、玻璃钢等非永久性材料创作纪念碑，直到财政情况有所好转才改为永久

性材料(见图 3)。 
 

 
Figure 2. Sculpture core tube progress 
图 2. 雕像核心筒进度 

 

 
Figure 3. Bronze skin mounting process 
图 3. 青铜表皮安装工艺 

 
《团结雕像》施工中很有特色的一点是发动民众捐献废旧不用的铜、铁农具、工具来帮助筹集材料，

为塑像“添砖加瓦”。募集金属活动从 2013 年 10 月 31 日持续到 2014 年 1 月 26 日，据称遍及印度近

70 万个村庄。募集的总量约为 175 吨。这些农具将被融化从而为雕像制造钢铁框架。就活动本身的象征

意义而言，显然具有积极作用，激发了民众对雕像的身份认同，也具有一定意义的可循环属性。不过从

具体数量看，相对于雕像总体金属用量不过九牛一毛。而且民间废旧金属种类、金属成分、使用年限、

用途均不同，对它们归类、清洗、储存、融化再浇铸成材的成本怕是远远超出了 175 吨钢铁的市价。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青铜原材料存在被盗毁的可能性。众所周知，青铜配合铸造工艺，具有良

好的还原能力，能够展现雕塑家最细腻的肌理处理，自古就得到广泛应用。但也正是由于其还原能力本

身以及铜材料的昂贵，青铜雕塑也一次次成为破坏行为的受害者。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古罗马征服希腊

后，用大理石复制了大批希腊青铜雕像，并将原作融化以作他用。我们熟悉的《掷铁饼者》《垂死的高

卢人》等名作均在此列。只是随着 20 世纪诸多古希腊青铜雕塑真迹的“出水”才有所改观，人们才得以

从《安提克瑟拉的年轻人》和《宙斯像》上一窥希腊古典雕塑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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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较为独特的尺度 

尺度是人们衡量巨型人体雕塑成就的主要指标之一。《团结雕像》全高 182 米，加上 58 米的基座，

总高度 240 米，一旦建成将是世界上最高的雕像。远远超过目前中国河南鲁山县尧山佛泉寺的中原大佛

(120 米)。人们也许会对一座三、四百米高的建筑习以为常，可能只有 828 米高的哈利法塔才会引起人们

的关注和惊叹。但人体雕像不然，英国雕塑家摩尔认为人会以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一件事物是否巨大：“现

实中物体的体积大小有一种情感上的意义。我们把每一件事都和自己的身长联系起来，我们对体积大小

在情感上的反应受到了下述事实的制约：即一般人的身高均在五尺和六尺之间。”[7]所以，只要是比一

般人体型更为庞大的巨型雕塑就会对人产生心理上的影响，更不必提巨型人体雕塑。 
英国学者福赖恩在《人体雕塑》中强调赞助者主观宣扬意图对雕塑体积的影响，但这种论点只是在

部分案例中可以得到证实，还有许多巨型纪念性雕塑的尺度是由所处位置的空间形式决定的，要么需要

适合建筑的尺度，要么需要与空旷的室外空间保持一致，要么需要与比较空旷的室内空间保持一致。比

如美国的《拉什莫尔国家纪念碑》中，四尊美国总统头像之所以在 20 米的高度，就是要与所处山峰的体

积相对应。 
但是在《团结雕像》的例子中，完全的主观意图和环境决定尺度因素都起了作用。有资料显示，182

米是与古吉拉特邦的议会选区数量相匹配。这样一来，可以认为这座巨型雕像尺度并非科学决策的产物。

当然，如果赞助者有充裕的资金，他人也并无苛责的理由。但雕像与基座要呈现合适的比例关系，过高

的人体雕塑会造成担负博物馆等具体功能的基座不能达到最佳尺度，浪费在所难免。不过从旅游经济的

角度看，在理想条件下巨型雕像会对旅游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见图 4)。 
 

 
Figure 4. The Statue of Unity was officially inaugurated on October 31, 2018 
图 4. 《团结雕像》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正式落成 

7. 结语 

综合人物、地点、资金、材料、工艺、尺度等几乎所有因素来看，《团结雕像》的顺利建成是坚定

的政治支持，较为充裕可靠的资金流，核心筒等较为先进的建筑施工技术与经验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但由于国情等因素没有选用新型造型方式，传统写实技法结合青铜铸造外壳带来工程量与成本的激增，

对艺术领域的形式与观念创新并无太大启迪。虽然作品在没有大幅度延期和超支的情况下最终顺利建成。

但有一点目前还很少有人关注的问题就是全寿命期的维护与运营成本。由于尺度、高度、材质等因素综

合作用，雕像的维护较为困难，日后运营中收回成本甚至盈利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对中国而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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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雕像》的借鉴意义相对有限，如何立足国情，探索通过设计创新实现低成本、高收益的巨型雕塑建设

模式更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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