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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们把美术院校所进行的美术教育当做当代文化景观的一部分时，就不难发现，美术教育如果
也能呈现或继续保持良性发展的话，则非要“约束”和“开放”并行不可。
所谓约束，指的是从经典出发再造经典，而不是一味地兼收并蓄：开放，则意味着学习研究所必须具
备的眼界和姿态。
这看似矛盾的两面，其实一起推动着我们的美术教育向着良性和深入演化发展。
这里，我们所说的美术教育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技能的承袭和创造，这可以说是我国现有
的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的主要部分；其二，则是建立在美学意义上对所谓艺术人生的把握和度量，在
学习艺术的规律性技能的同时获得思维的解放，在思维解放的同时求得空前的创造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教育往往以前者为主，这并没有错，只是我们更需要做的一方面是将技
能性课程进行系统化、当代化的转换；另一方面需要将艺术思维、设计理念等这些由“虚”而“实”
体现艺术教育的精髓的东西，融入我们的日常教学和艺术体验之中。
　　在本套丛书实施以前，出于对美术教育和学生负责的考虑，我们做了一些调查，从中发现，那些
内容简单、资料匮乏的图书与少量新颖但专业却难成系统的图书共同占据了学生的阅读视野。
而且有意思的是，同一个教师在同一个专业所上的同一门课中，所选用的教材也是五花八门、良莠不
齐，由于教师的教学意图难以通过书面教材得以彻底贯彻，因而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
　　学生的审美和艺术观还没有成熟，再加上缺少统一的专业教材引导，上述情况就很难避免。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在坚持遵循中国传统基础教育与内涵和训练好扎实绘画（当然也包括设计摄
影）基本功的同时，向国外先进国家学习借鉴科学的并且灵活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以及对专业学科
深入而精微的研究态度，辽宁美术出版社会同全国各院校组织专家学者和富有教学经验的精英教师联
合编撰出版了《21世纪中国普通高等院校美术·艺术设计专业规划教材》。
教材是无度当中的“度”，也是各位专家长年艺术实践和教学经验所凝聚而成的“闪光点”，从这个
“点”出发，相信受益者可以到达他们想要抵达的地方。
规范性、专业性、前瞻性的教材能起到指路的作用，能使使用者不浪费精力，直取所需要的艺术核心
。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教材在国内还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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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我们把美术院校所进行的美术教育当做当代文化景观的一部分时，就不难发现，美术教育如果
也能呈现或继续保持良性发展的话，则非要“约束”和“开放”并行不可。
所谓约束，指的是从经典出发再造经典，而不是一味地兼收并蓄：开放，则意味着学习研究所必须具
备的眼界和姿态。
这看似矛盾的两面，其实一起推动着我们的美术教育向着良性和深入演化发展。
这里，我们所说的美术教育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技能的承袭和创造，这可以说是我国现有
的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的主要部分；其二，则是建立在美学意义上对所谓艺术人生的把握和度量，在
学习艺术的规律性技能的同时获得思维的解放，在思维解放的同时求得空前的创造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教育往往以前者为主，这并没有错，只是我们更需要做的一方面是将技
能性课程进行系统化、当代化的转换；另一方面需要将艺术思维、设计理念等这些由“虚”而“实”
体现艺术教育的精髓的东西，融入我们的日常教学和艺术体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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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漆画概述　　中国漆画，年轻而又古老。
　　说它古老，是从历史渊源的归属来说的。
当代中国漆画是由漆艺发展而来的，它的源头归属于古老的漆艺。
传统漆器装饰艺术是漆画发展的前提与条件，漆画、漆器有着一脉相承发展变化的轨迹。
由此探讨漆画渊源，就可追溯到远古，好几千年以前的远古，所以从广义上我们说漆画是古老的。
第一节历史的启示　　中国漆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
从它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发展的原始动因就是创新。
创新是漆画发展的生命线。
　　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漆器是1 978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发掘出来的木漆碗，距今约七
干年（新石器时代），此碗腹部呈瓜棱形、圈足、内外髹以朱漆（图1-1）。
　　文献记载的我国最早的漆器是韩非子《十过篇》所载之虞舜漆器。
此时的漆器作为食器“流漆墨其上”，而作为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
也就是说，此时的漆器不仅有单一黑色，也还有朱黑两色的漆器。
　　说它年轻，是因为作为独立画种的当代中国漆画出现在中国画坛上，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它
发育于古老的漆器装饰艺术，尚未完成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它见的世面还少，它的理论与实践都有待丰富。
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当代中国漆画充满着生机，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年轻的。
　　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说明在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已从使用本色漆发展到用调制黑、朱漆来髹饰
器皿了。
而这朱黑二色至今仍然是漆器、漆画上最美最常用的颜色，似乎也成了漆画的典型代表色，这种永恒
的、魅力永存的漆色的存在，将远古与现代结合在一起。
在这物质存在的内核，涌动着先人的智慧与后人的追求，延绵不断的物质存在寄托着生生不息的精神
——中华民族的美的追求！
　　七千年前，先人已用朱漆髹饰器皿，从天然大漆的使用到初步地调和色漆彩绘，这期间必定经历
了漫长的时期。
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一个缓慢的渐进式的过程，人类最早使用生漆又是在何时呢？
这有待考古科研的进一步发现与考证。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类使用生漆装饰器物远远大于七干年。
　　远古的先人如何调制出黑漆与朱漆呢？
这其中体现的创新精神，也许是一种下意识的，但确实是人类美的意识的觉醒。
　　考古发现之最早的漆器装饰纹样可见于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木胎漆器残片，距今约四千年，从此
残片中可见表面涂层下的木胎上刻有花纹（图1-2）。
　　到青铜时代之周制，此种装饰萌芽进一步发展。
我们的先人已不满足于单色平涂，始用绿松石镶嵌、用刀刃刻花，颜色仍普遍采用黑朱二色，但对装
饰的追求进一步深化。
到了春秋时代，又在用色上有了创新与突破，增加了黄、绿色漆。
在漆色的使用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图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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