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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的设计艺术教育从目前的总体形势来看，是一个空前大发展的时期，同时，我们也不回避存在着
诸多的问题。
设计艺术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其中，我们也应该反思对设计艺术教育
和设计艺术理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设计艺术教育的发展不仅仅在于专业的扩张和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
等方面准确合理的定位，是长时期中国设计艺术教育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匠心独运》是“设计大讲堂”中的一本，是作者二十年来对设计发展的体悟。
全书处处洋溢着人文气息，在轻松的人文气氛中谈论设计，包括作者眼中的设计学科体系、设计史、
设计理论的文史哲、以及谈到环境艺术、设计与科学的整合趋势，还包括对美学教育的思考，其涉猎
领域之广，让读者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广博学识。
全书文笔优美，内容丰富，适合广大设计人士和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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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天工开物、匠心独运”及其设计艺术教育思想刍议设计艺术院校建立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论高等艺
术教育的发展问题中国现代设计艺术教育发展历程设计艺术学科发展构想设计引领生活构建高等艺术
院校教学评估体系大学精神与创意型艺术人才培养张道一艺术教育思想研究在科学与艺术之间——汪
劲松、潘鲁生对话录中国动画教育与产业发展数字技术与设计艺术关注山东文化产业发展民艺学与民
间文化生态保护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资产开发发展传统文化产业  保护农村文化生态从生存与发展的
角度关注文化建设民艺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民艺与民艺学研究王朝闻与民间美术研究留住民艺——旧的
去了，新的来了亲和的民艺游览民间艺术——不如换个活法儿在艺术与生活之间民艺的数字化保护问
题传统汉字图形装饰手艺的商机——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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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工开物，匠心独运"及其设计艺术 教育思想刍议“天工开物”一词取自中国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
著的工艺文献《天工开物》，该书是一部综合性的科技著作，记载了明代中期以前大量的工艺技术，
被世人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天工开物”一词是借用《尚书·皋陶谟》中的“天工人其代之”及《易·系辞》中的“开物成务”
联结而成。
“天工”即自然规律，“开物”乃“开道释物”。
“天工开物”思想强调人与天（自然界）相协调、人工（人力）与天工（自然力）相配合，通过技术
从自然界中开发出有用之物。
“天工开物”思想的内涵在于，自然界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好且有益之物，但不会从天而
降、轻易取得，而是“巧生以待”，须借水、火等自然力的作用，再以人力和技术通过金属、木石工
具从自然界开发出来，为人所用。
“天工开物”思想强调人类顺应自然和科学规律立足民生的工艺造物行为，表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
的工艺思想，是中国工艺造物思想的集中体现，具有丰富的设计文化内涵。
“匠心独运”源自唐代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匠心”，即工巧的心思，指在技巧和艺术方面的创造性；“独”即“独特”；“运”即“运用”
。
“匠心独运”指独创性地运用精巧的心思，形容巧妙而独具一格的艺术构思。
“天工开物”强调借助人力从自然界中开发有用之物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然而，这种开发不是毫
无节制的恣意掠夺，尤其是在人类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和自然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对自然界的开发除
了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外，还应力求在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同时，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而且这种开发
应该是伦理的、环保的。
这就要求“开发”者具有“匠心独运”的思想，创造性地进行“造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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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文集收录了我近十年来陆续发表的一系列有关设计艺术教育、民间艺术、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文
章。
首先应该感谢刊登这些文章的报刊杂志的编辑同仁，是他们将这些拙见呈献给读者并接受大家的批评
，同时也促使我去思考这些有关的问题，而最终却偶然汇集成了这样一本文集。
二十六年前，当我就读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时候，开始关注并热爱民间美术。
毕业留校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来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参与王朝闻先生任总主编
、邓福星先生任副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的资料工作和《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大型系列丛书其中两
卷的编纂工作，期间我有幸得到两位先生的指导和其他老师、同仁的帮助，使我对民间艺术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
1993年我又幸运地成为张道一先生的博士生，在道一师的指导下专攻民艺学研究，从而对民间艺术有
了更深的理论思考。
诸位前辈和同道对我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让我终生受益并铭记在心。
二十多年来，伴随着我对民间艺术研究的深化和深入民间进行田野调查的实践，既使我与民间艺术、
民间艺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使我对民间艺术的认识和理论思考不断加深。
近几年，在民艺理论思考的基础上使我对民艺的现实生存状况更为关注，学术理论研究如果不与民间
艺术挖掘、抢救和保护同步进行，不仅使研究失去了意义，也将使研究失去基础。
为此，我们呼吁保护民间文化生态，正确处理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文化生态保护与
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重视传统农村手工艺在文化产业中的价值，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对民艺实施数
字化保护等问题。
特别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全国掀起燎原之势的情况下，对民艺的理解和研究若不面对现实、
重视理论深度将会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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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匠心独运》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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