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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们讲“打造中国学院的精英”之时，并不是要将学院的艺术青年培养成西方样式的翻版，培
养成为少数人服务的文化贵族，培养成对中国的文化现实视而不见、与中国民众以及本土生活相脱节
的一类。
中国的美术学院的使命就是要重建中国学院的精英性。
一个真正的中国学院必须牢牢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最深处。
一个真正的学院精英必须对中国文化具有充分的自觉精神和主体意识。
　　当今时代，跨文化境域正深刻地叠合而成我们生存的文化背景，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深刻地影响
着如今的文化生态，城市化进程深刻地提出多种类型和多种关怀指向的文化命题，市场化环境带来文
化体制和身份的深刻变革，所有这一切都包裹着新时代新需求的沉甸甸的胎衣，孕育着当代视觉文化
的深刻转向。
今天美术学院的学科专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从美术学学科内部来讲，传统艺术形态的专业研究方向在持续的文化热潮中，重温深厚宏博的画论和
诗学传统，一方面提出重建中国画学与书学的使命方向，另一方面以观看的存疑和诘问来追寻绘画的
直观建构的方法，形成思想与艺术的独树一帜的对话体系。
与此同时，一些实验形态的艺术以人文批判的情怀涉入现实生活的肌体，显露出更为贴近生活、更为
贴近媒体时尚的积极思考，迅疾成长为新的研究方向。
我们努力将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向置入一个人形的结构中，组织成环环相扣、共生互动的整体联系。
从整个学院的学科建设来讲，除了回应和引领全球境域中生活时尚的设计艺术学科外，回应和引领城
市化进程的建筑艺术学科，回应和引领媒体生活的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回应和引领艺术人
文研究与传播的艺术学学科都应运而生，组成具有视觉研究特色的人文艺术学科群。
将来以总体艺术关怀的基本点，还将涉入戏剧、表演等学科。
面对这样众多的学科划分，建立一个通识教育的基础阶段十分重要。
这种通识教育不仅要构筑一个由世界性经典文明为中心的普适性教育，还要面对始终环绕着我们的中
西对话基本模式、思考“自我文明将如何保存和发展”这样一类基本命题。
这种通识教育被寄望来建构一种“自我文化模式”的共同基础，本身就包含了对于强势文明一统天下
的颠覆观念，而着力树立复数的今古人文的价值关联体系，完成特定文化人群的文明认同的历史教育
，塑造重建文化活力的主体力量，担当起“文化熔炉”的再造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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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色彩特色的实现：中国城市色彩规划方法体系研究》中有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荣誉的论
文，有我院率先进行的实践类理论研究博士的论文。
论文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有历史原典的研究，有方法论的探讨，有文化比较的课题。
《城市色彩特色的实现：中国城市色彩规划方法体系研究》的出版中满含青年艺术家的努力，凝聚导
师辅导的心血，更凸显了一个中国学院塑造自我精英性的决心和独特悠长的精神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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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中国城市色彩的趋同倾向　　通过若干城市色彩现况的还原，不难发现中国城市色彩正呈现出
趋同化的色彩面貌。
彩图1显示了中国主要城市的色彩现况概貌及其在中国版图中的分布状况。
主要城市包括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行政特区等共计34个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相应的色谱。
图中呈现的色谱均采用色彩技术由现况图片还原而来，相对客观地反映了城市色彩现况的概貌。
色谱与各城市现况图片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本文附录。
通过图中色谱的比较可以直观地看出，处于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中国不同地理方
位的各个城市，都有着相似的色彩面貌。
由此说明，中国城市色彩现况中确实普遍存在同质化倾向。
　　2.地理空间与色彩特色　　实践中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尽管中国城市在宏观上普遍存在同质化倾
向，但具体城市之间的特色差异还依然存在。
而且不同城市之间地理位置对城市色彩的特色有着决定性作用。
城市色彩特色同地理位置之间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首先，不同城市之间地理位置决定着城市色彩差异的强弱。
城市间经纬度差别越大，其色彩差异越明显。
彩图2将杭州、泉州、日照等三个城市规划研究成果中的概念色谱进行比较。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三个地理位置距离较远的城市，屋顶色、墙面色或点缀色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
我们同样可以在彩图1中选择地理位置距离较大的城市进行比较，得到的结论也是相似的。
由此说明，地理位置距离较远的城市，彼此间的色彩面貌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反而言之，城市间经纬度差别越小，其色彩差异越微弱。
根据杭州、宁波、温州。
三个城市色彩规划研究成果，三个城市同属浙江省，地理位置相对较近。
它们的色彩面貌中或多或少都体现出相似的传统江南“粉墙黛瓦”的色彩特征。
从彩图3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城市屋顶和墙面的色彩面貌一眼看去非常相似。
将三个城市色彩调研所得的颜色进行色数统计和色度学归纳，就能得出如彩图4所示的用色比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色彩面貌相似的城市，由于用色比例的不同而呈现细微的差异。
　　3.历史空间与色彩特色　　思考城市中历史时间因素对于城市色彩特色的影响，是与上文所述的
地理空间关联同时进行的。
按照发展历史城市通常可以分为老城¨、旧城、新城三个区域。
根据彩图5中的年代进程，“老城”实际上是指以清末至民国时期为主体的历史遗存区域。
“旧城”主要集中于建国后至90年代期间的城市建成区。
而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新建和在建的城市区域在此被定义为“新城”。
在城市色彩考察过程中发现，色彩特色在建设历史长短有别的不同城区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图表1-5选取了杭州和泉州两个城市来讨论这个问题。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城市是因为两者都有悠久的历史和较为明显的色彩特色，这些因素有利于色彩特色
与城区建设历史之间的关系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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