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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设计：引领人们的生活方式
——国内外专家共议“面向未来的艺术设计教育”

日前，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

司、北京市总工会、中央美术学院联合

主办的“大学与非遗——中央美术学院

中青年非遗传承人高级研修创作展”在

北京太庙艺术馆举办，共展出国家级非

遗大师、年轻的非遗传承人、中央美院

教授和学生共 90 余人创作的 240 余件

作品，涵盖剪纸、木雕、玉雕、漆器、珐

琅、民居营造、竹编、刺绣 8个门类，不仅

呈现了各非遗门类精湛的传统技艺与

优秀的原生传统，也是大学教育与非遗

文化传承发生关联的一次集中展示。

近年来，对于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

承已成为国家的重要课题，亚太地区的

高校正在实施的“大学与社区非遗传承

的关联互动”实践课题，也是我国正在

借鉴的一种传承模式。据中央美术学

院院长范迪安介绍，2015年初，文化部决

定实施振兴传统手工艺的中青年传承人

培训项目，鉴于中央美院的学科建制、师

资力量以及在非遗教研方面所积累的经

验和优势，委托该院开展中青年非遗传

承人高级研修班，这也是国家首次尝试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请入高校。截

至目前，中央美术学院已成功举办 4 期

“中青年非遗传承人高级研修班”，邀请

了来自汉族、蒙古族、侗族、白族、土家族

等 9个民族共 98位中青年传承人参与其

中。“大学与非遗”展即通过展出历届研

修班优秀的创作成果，体现“为民族传

承，为生活创新”的核心理念，展示大学

与非遗创造性传承的途径与方法。

知情、知艺、知辩

由于非遗项目具有文化多元、类型

丰富的特点，其文化内涵与技艺传统也

自成体系，因此，对于“非遗进校园”社

会上产生了一些质疑。作为国家首个

试点单位，中央美院是如何开展教学的

呢？对此，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中心主任乔晓光说，中央美院的研培

试点课程包括交流与教学、创作实践、

成果展示三部分，以“知情、知艺、知辩”

为教学宗旨。“‘知情’是在理论与实践

的双重启发下，让传承人意识到自身非

遗门类背后地域性文化的特殊性和重要

性，要做文化的‘知情人’和‘持有者’。

‘知艺’是倡导传承人秉承上一辈传人

精湛的传统技艺水平，能保持本社区技

艺传承的代表性。‘知辩’即在文化持有

与技艺精湛的基础上，面对社区非遗传

承与发展的新时期，辩证地对待传承与

创造的可持续之路。”乔晓光说，“三知”

的概念同样也适用于高校教学，高校非

遗学科专业同样要对多民族社区非遗

的文化传统“知情”、要了解文化禁忌，

同时对非遗的传统手工技艺要了解、要

有对技术与民艺品质的判断能力和甄

别力，要知道传统技艺的评价原则，要

能辩证地对待继承与创新，要以社区的

社会发展需求为主体，尊重和发挥传承

人的才能和潜能。

乔晓光介绍，在中央美院的研培试

点工作中，相关文化课程为传承人带来

了新的文化视野和国际文化遗产传承

保护的新经验，开阔了传承人的眼界，

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学院相关专

业学科对其所代表的非遗传统的认同

与高度赞赏，也使非遗传承人增强了对

自 身 传 统 的 再 认 识 与 坚 持 传 承 的 信

心。传承人带来的非遗资源，也为在校

学生打开了一个活态的艺术新天地。

正是在这种比较中，传承人认识到了自

身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和坚持传承的意

义。“研培工作实际就是社区和大学的

对话，传承人把活态的文化知识和技艺

传统带到了大学的课堂上，传承人就是

最好的老师。”乔晓光说。

创造性传承不是另起炉灶

这种创造性传承并不是另起炉灶

或从零开始，它由民众意愿、生活需求、

市场流通、个体传承人的才能发挥等多

方面因素构成。来自广西柳州侗寨的

韦凤仙，带着自己传承实践的难题与创

业的希望参加了培训。她说，培训不仅

让她认识到自己擅长的刺绣要好好传

承，也懂得了村寨里传统剪纸的文化价

值。她表示，回到家乡，在带领村上的

妇女传承刺绣的同时，也会去学习剪

纸，并组织妇女更大胆地寻找发展的机

会。

安溪竹藤编技艺传承人李文天说，

由于当前人们的心理浮躁，以及劳动力

成本提高等诸多原因，有的非遗项目仅

剩一些中老年人在苦苦支撑。央美老

师的指导让他认识到应该如何更好地

把非遗项目传承和发展下去，并应用于

现代家居生活当中。江西东固传统造

像传承人刘节旺说，在央美培训期间，

他尽可能地把平时所学的手上功夫展

示给老师和同学们，让他们用专业的眼

光去提建议。这不仅拓展了他的眼界，

也使他产生了许多新想法，让他更有信

心 把 东 固 传 统 造 像 这 门 手 艺 传 承 下

去。福建寿山石雕传承人陈为新说，自

己从艺已 20多年，在师傅和师长的口传

身教下，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创作

理念，但总觉得有所不足，那就是文化

情怀和文化素养的缺失。“作为工艺美

术的手艺人，是坚持艺术、坚持原创、坚

持手艺，还是追求市场、追求金钱、追求

名利，着实考验一个人的定力。而这个

定力来自不断的学习——理论学习和

人文知识的学习，这样才知道自己从何

而来，要走向何处。”陈为新说。

2016 年 2 月，中央美院非遗研究中

心田野调查小组的张冬萍、邹丰阳、董

永俊三人前往甘肃陇南班杰军的家乡，

对白马人最盛大的祭祀民俗活动进行

回访调研。这不仅使他们进一步认识

到非遗传承与社区关系，看到了班杰军

家乡非遗传承的现状及现实问题，也引

发了他们对研修方式的新思考。“通过

社区的回访与考察，我们认为，高校的

非遗研究工作不能仅仅立足于传承人

的创新与创收能力，更应该深入根本层

面，提高传承人的总体认知与文化自

信，回归社区传承，激活传承热情，通过

全面的研修计划，推动非遗的可持续活

态保存，让传承更加传统。”乔晓光说，

今天，大部分非遗资源仍然是学院知识

体系之外的文化存在，而多民族村庄独

特的社会生态有待人们去敬重和认识，

这也是建立本土艺术信念和文化创造

的必修之课。

当前，艺术日益进入百姓生活，设

计不断驱动着产业创新，技术的进步与

社会的变革无疑给艺术与设计教育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以及难得的

时代机遇。我国高校自 2011 年将艺术

学升级为学科门类，设计学升级为一级

学科，这对于艺术与设计学科的发展水

平和评价体系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

求。日前，“多重选择——面向未来的

艺术设计教育”圆桌会议在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举行，国内外艺术设计院校的校

长围绕“未来艺术设计教育”这个主题

阐发思考和展望。大家一致认为，高等

艺术教育应该充分运用高等教育的良

好资源，将艺术设计教育内涵注入时代

的要求。从国家文化战略高度出发，从

文化视野出发，要重视打造中国传统文

化特色的现代设计艺术学科。未来的

设计应当是引领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

设计。

设计教育出路何在

如何将艺术设计教育内涵注入时

代的要求，必然会面临以何种方式授

课、教材是不是就一本书的形态、教师

作用如何体现、职业和行业间的界限如

何划定等问题。而目前我国的艺术与

设计教育的教学所面临的普遍情况是，

教师在承接社会项目委托的同时，只能

是被动的与教学课程进行有限衔接。

所以，教材在很多方面是滞后的，难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每年一度的专业课考试，其目的

是作为认识客观物象规律的基础性的

考试方式，它过于基础，目前已经没有

神秘性和特殊性。在中国几乎所有的

专业院校周边都有各类考前班，他们的

存在其实是对高等教育教学体系的挑

战。”湖北美术学院院长徐勇民表示，

创新思维可以称之为不出产品的一种

生产。在现在的学科专业中，专业对垒

实际上正在日益减少，新的学科专业如

何跨界，不妨从人才输送的入口入手，从

入学考试的改革入手，从形成特色班级

改革试点入手，强调知识的基础融合。

此外，教学大纲同质化严重、文化

的传承存在很大缺失、服务社会的能力

不足等，都是目前我国设计教育所面临

的现实问题。对此，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院长潘鲁生提出，探索艺术与设计教育

的出路应该回归精英教育，具体有如下

几个维度：文化的维度，做到有传承，复

兴传统造物文脉。另外，多学科、多层

次办学，像工艺传承型、策略管理型、产

业服务型，一定要有准确的定位。生活

的维度，就是要重视实践，做到有生活，

注重生活原创。专业的维度，做到有依

托，回归艺术基础，在设计教育上，进一

步把握设计的造型艺术内涵，探索设计

形式语言和功能特征。

设计要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弘益大学是韩国艺术设计教育的

领军院校，成立 70 年来，该校一直注重

将教育与艺术产业紧密结合。随着第

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快速发展，弘益大

学的设计教育也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

从以形式为中心的设计教育转变成由

技术领导，以市场为中心，创造自然意

义的艺术设计，并不断探索工程、人文

和商业之间的融合。

弘益大学校长金永焕介绍了该校

设计的一款混合动力机动车，作为工程

与设计相结合的范例。该机动车除增

加了视觉设计，同时还设计配备有智能

系统避免车与车之间的碰撞。为什么

会有如此变化？说明现在的社会更需

要跨学科的设计专业，对技术和工程需

要也越来越明显。这一领域，弘益大学

已经建立起相应的教学大纲体系，“加

强设计的基础，同时也强调综合思维的

能力以及沟通的能力。最终希望能够

产出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满足不同社会

问题的需求。我们也鼓励学生提出一

体化的解决方案，服务于广泛的商业、

社会、文化、个人表达的设计需求。”金

永焕说。

什 么 是 适 应 未 来 需 求 的 艺 术 设

计？在米兰理工大学副校长诺齐看来，

他们应该能够设计定制化或者满足客户

体验需求的产品。也就是说，能够最大

程度满足客户的设计。同时，在设计的

过程中所传达出的价值是跨越了很多行

业和很多学科的，它可以是一个承载了

很多知识、很多系统、很多信息的体系。

米兰理工大学作为全世界排名前

十的以设计著称的综合性大学，在学位

制度上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学生在学

设计的同时，还要选修工程、管理、信息

技术等等。此外，学校还和欧洲最重要

的 4 所理工大学形成联盟，共同开设硕

士课程。研究生可以一学期在米兰理

工大学的设计学院学习，而下一个学期

就可以到其他国家的大学完成学业。

“学生可以在我们学校学设计，而到另

外一所学校学工程。我们希望能够把

我们在设计方面的优势和其他学校的

优势学科进行结合。”诺齐说。

创意艺术和科学从来不是二元的

分离，证明两者间不是二选一的关系，

就要做到更好的融合，就需要用新的学

习模式给学生提供多重的选择，提供跨

行业的交叉点。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

保罗·汤普森介绍了该院的一个设计和

医疗研究项目，“我们有一个医疗实验

室，是和伦敦的医院的外科医生、临床医

生合作。我们的设计实验室不是在院校

内，而是在医院的场地内，为了能够满足

这个行业的需要。我们这种新的方向是

指向新的设计和艺术的实践需要，经

济、金融我们也在考虑。所以，设计院

校不能够只是用老的思维模式去办学、

教学和设计教学大纲。”

设计能否体现“东方性”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东

西方文化相互交错的趋势愈加明显，尤

其体现在体验设计、服务设计中，设计

教育也正经历从视觉表达到意义缔造

的重大转变。这样的转变需要我们的

艺术设计院校重新去审视教育的目的

和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培养出

这样的人才，即他们能够把东方哲学的

元素融入到全球化的趋势中去。近年

来 ，不 管 是 世 博 会 场 馆 的 设 计 ，还 是

G20 杭州峰会的 LOGO 以及一系列设

计，都提出了类似东方性或中国风格的

问题。对此，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

教授认为，东方的思想不仅仅是中国的

思想，而是一个综合的、和而不同的思

想。在设计上可能更多的体现在为地

域的服务上，在视觉文化上最初是建立

起一个中国文化格局的自省和自信，同

时也通过建立起自己文化的特色跟更

多的国际同行产生一种多样化的交流，

它绝不是一个保守的东方性。

杭间表示，强调东方性这是由中国

现实的发展所倒逼而来的，东方性同时

也体现在跟海外同行的交流上。近期，

中国美院设计学院设立了两个工作站，

一个是中英联合工作站，一个是中意联

合工作站。这些工作站的外国同行也

希望能够通过中国这个平台，来共同解

决中国本土所面临的老龄化问题、环境

保护的问题等。“所以，在现在全球化的

村落里面，着眼于中国的某一个点来解

决世界上大家都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反

过来也促成了东方性思想的产生。”

科技的发展，使得艺术的观念、设

计的观念可能更多地趋向于整个社会

层面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设计、艺

术、人文和科技如何形成一个新的循环

和新的互动，这是每一个设计教育者都

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但我们始终不能

忘却当初学习设计的初心，即通过设计

的手段去可视化我们心中的未来。这

种方式方法的设计，它的目标和责任就

是引领人们的生活方式。”清华美院院

长鲁晓波说。

信息速递

第四届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开幕
本报讯 11 月 6 日，以“设计·

连接”为主题的第四届深圳国际工业

设计大展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大

展以互联、智能生产、产品创新、数据

处理为基准，汇集全球顶尖的创新

设计资源，共有 234 家国内外知名

设计机构和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中

国 、美 国 、德 国 、西 班 牙 、英 国 、荷

兰、丹麦、日本、韩国、意大利、加拿

大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6000 余件

创 新 设 计 精 品 。 展 览 紧 跟 虚 拟 现

实的热潮，设置了 AR/VR 体验区，

很 好 地 体 现 了 展 览 的 互 动 性 和 体

验性。与此同时，展览还首次在中

心 展 区 设 立 全 国 双 创 周 主 会 场 精

品板块，集中展示 2016 年全国双创

周主会场部分项目，包括一电航空

智控航拍无人机、岚锋 VR 相机、光

峰光电小明激光微投等。

（周帅）

河南博物院“首届中原国际陶瓷双年展”将办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由河南

博物院主办的“首届中原国际陶瓷

双年展”将于 12 月 9 日在郑州市河

南博物院拉开帷幕，届时将同时推

出一个主体展、三个平行展及国际

陶瓷电影周、国际陶艺高端论坛和

诸 多 社 会 教 育 参 与 活 动 。 此 展 是

河南博物院经过近 3 年潜心探索，

全力筹备的创新型文化品牌，其中

主 体 展“ 黏 土 之 约 ”将 展 出 42 位

（组）来自全球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

的 当 代 陶 瓷 艺 术 家 作 品 500 多 件

（组），其中包括 5 位驻豫创作的外

籍艺术家，作品全部为艺术家的近

两年新作，其中 60%以上是专门为

本次展览特定创作的，不仅涉及陶

瓷类器皿、雕塑、装置，还包括与展

览主题相关的图片、视频等其他形

式。平行展则包括“前世今生——

五大名窑古代精品及当代创新展”

“马约里卡千年陶瓷精粹——意大

利法恩扎国际陶瓷博物馆典藏”“器

物的未来——当代生活陶艺展”三

大展览，而国际陶瓷高端论坛，则围

绕“陶 瓷 +”“陶 瓷与文化”“陶瓷与

经济”等主题。

雷圭元特展在中国美院民艺馆开幕
本报讯 为纪念著名工艺美术

教育家、设计家雷圭元先生诞辰 110

周年，弘扬雷圭元先生在 20 世纪中

国设计教育和设计实践方面取得的

巨大成就，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

“中国现代设计巨匠——雷圭元特

展”于 11 月 18 日在中国美术学院民

艺博物馆开幕。雷圭元先生是 20 世

纪我国著名工艺美术家、美术理论

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设计发展路

上的先生、前驱和先觉者。此次展

览是在雷圭元先生的亲属和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的协助下，以上海松江

程十发艺术馆举办的展览为基础策

划筹办的。通过研究，展览将重新

梳理雷圭元在图案、教育、设计以及

绘画等方面的贡献，以全新的作品

展览线索安排，力图呈现雷圭元先

生作为中国现代设计巨匠的风采和

杰出成就。 （美周）

白明的瓷上植物世界，是一个

自 主 的 世 界 ，也 是 一 个 纯 粹 的 世

界。以他的代表作之一《生生不息》

来分析，这里没有树，没有鸟，没有

土壤，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

的藤蔓。它密密匝匝，占据着画面

的所有疆域，甚至没有给画面留下

多少空白。我们只看到了青花线条

的缠绕，只看到了生命的交织，只看

到了激情的涌动。这时，植物不是

植物，藤蔓不是藤蔓。它既不作为

他者的背景，也不需要他者来做自

己的背景。它在排斥现实世界的同

时 ，也 排 斥 了 一 个 粗 鄙 的 想 象 世

界。是的，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要

创造人所未见的世界。

白明在做这样探索的时候，不

只是在做陶艺，而是在瓷泥中播文，

在窑火中种诗。白明谙熟制瓷工艺

的传统技法，又在此基础上大胆创

新变革，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鲜

明的当代审美意趣。他既远离国画

的简单移植，又避免了传统陶瓷装

饰的图案化，器物上似草、似花、似

果、似荷塘、似芦苇的种种意象，总

是给人明丽、净朗、生机蓬勃、充满

活力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使得他

与 其 他 陶 艺 家 的 创 作 模 式 大 相 径

庭。面对着这件被命名《生生不息》

的作品，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

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能

生生不息的，比如山岳，比如河流，

比如物种，比如文化。而具备与人

为善、成人之美、兼爱、非攻、尚贤、

尚同这样的东方智慧，必然能得“生

生不息”之道。 （陈政）

生生不息

“绚彩之路——当代唐卡艺术展”在京开展
本报讯 （记者冯智军）11 月 16

日 ，“ 绚 彩 之 路—— 当 代 唐 卡 艺 术

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展出唐

卡作品 80 余幅。唐卡 画 师 格 桑 达

娃 介 绍 ，唐 卡 是 藏 族 文 化 中 一 种

独 具 特 色 的 绘 画 艺 术 形 式 ，具 有

鲜 明 的 民 族 特 点 、浓 郁 的 宗 教 色

彩 和 独 特 的 艺 术 风 格 ，用 明 亮 的

色 彩 描 绘 出 神 圣 的 佛 国 世 界 ；颜

料 传 统 上 是 全 部 采 用 金 、银 、珍

珠 、玛 瑙 、珊 瑚 、松 石 、孔 雀 石 、朱

砂 等 珍 贵 的 矿 物 宝 石 以 及 藏 红

花 、大 黄 、蓝 靛 等 植 物 为 颜 料 ，以

示 其 神 圣 。 这 些 天 然 原 料 保 证 了

所绘制的唐卡色泽鲜艳、璀璨夺目，

虽经几百年的岁月，仍是色泽艳丽

明亮，因此被誉为中国民族绘画艺

术的宝贵遗产。

生
生
不
息
（
陶
瓷
）

白
明

雕漆技艺传承人李志刚的作品《剔红鸿福

官帽椅》

江西东固传统造像传承人刘节旺与中

央美术学院学生刘丹洋合作的木雕作

品《钟馗与小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