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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民族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少数民族艺术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传统艺术的
承扬和当代艺术创作中都展现出独具特色的风采。
对民族美术的传承与发扬是美术院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以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为首的民族院校更
是肩负着弘扬少数民族艺术的历史使命。
自1959年中央民族大学始建美术专业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与之共同经历了50年的发展
，回顾这半世纪以来的风雨历程、曲折艰难，成果却更加喜人，更以一种朝气蓬勃的发展态势在新时
期阔步前进。
　　美术院校的作用，一是传道授业，为社会输送高等美术专业人才；二是潜心科研与创作实践，参
与美术事业的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在这两方面的贡献都可谓成绩斐然，并突出了自己的办学特色，独树一帜。
在教学上，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迄今已培养出数以千计的包括绘画、设计、美术学各专业方向的少
数民族高等美术专业人才，他们活跃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在创作方面，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汇聚了一批在国内颇有影响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他们在各自的
专业领域里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科研探索和创作实践，为繁荣我国少数民族美术创作做出了十分突出的
贡献。
这部学术文库中选人的几位专业教师的艺术理论研究文集，从一个侧面清晰地记录了我院教学科研发
展的脉络，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我院师资队伍的科研实力，也可以看做是我们对50年优秀成果总结的另
一种汇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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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我国当代艺术、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与原生态艺术保护等众多领域的建设、发展，其教学与科研成果也是支撑国家整体文化发展战略的一
个关键性环节。
新中国美术创作中曾经流行的“少数民族热”现象，对中国现代美术创作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投射
到60年中国美术教育的整体发展中，少数民族美术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体系，是高等美术教育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分支。
如何办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
如何发展这一学科？
仍然是摆在我们全体同仁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根植于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沃土，几代同仁
奋进在民族美术教育的阵线上，不懈地耕耘。
现今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少数民族区域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对民族地区自然文化遗产的
保护都将激发我们在中国少数民族美术教育和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创作的艺术实践中作出新的拓展和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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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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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图像学引论李魁正教授艺术专题访谈滇西南少数民族色彩审美意识的生态文化背景色彩民俗地理
研究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佛教古代绘画凹凸法与中国画传统晕染技法的传承关系研
究古代少数民族画家胡壤及“北方草原画派”考略佤族木鼓文化解析研究佤族宗教造型艺术中的生态
符号研究澜沧县旅游形象设计的基本原则图像——为历史定制形象的权者视觉人类学的先行者芒景布
朗族村传统文化艺术现状调研报告非凡的行走与最平凡的融合看与被看虚设的曼陀罗付爱民民族艺术
与人类学影像研究文集从蓝志贵西藏珞巴族、僵人摄影谈早期少数民族影像的重要价值沧源岩画出人
葫芦图形与佤族《司岗里》神话的比较诗意的古镇拟像以庄学本早期探索为起点的少数民族影像志建
设方法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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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内的图像学研究与图像艺术的实践探索在目前发展极不平衡，图像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译论、
试论过程，主要通过有限的几位研究西方美术史的学者来完成，如范景中、曹意强等几位先生①；或
引用图像学的成果辅助其他学科的一些课题研究②，可以说尚未构成专门的、系统的、具备适当规模
的研究体系，而图像艺术实践由于图像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图像产品市场的形成，图像艺术人才已经结
成了一支可谓庞大的团队。
20世纪80年代，著名摄影学家龙熹祖先生率先意识到现代图像学理论与图像艺术在中国高等艺术教育
领域的重要意义，在中央民族大学最先创办了图像学的专门科研机构和图像艺术的教育基地——中央
民族大学图像研究所。
龙先生所推广的“图像”，虽然立足摄影技艺、平面图片编辑与数字图像后期处理，但绝不自拘一格
，强调学生要掌握的是一种超越一般形式差异的图像意识，而不仅仅是一两项专业技术。
在计算机图形图像领域中，随着新图像艺术在大众传媒中的广泛推广和数字虚拟图像在电影、电视后
期制作、房地产、旅游等产业中的市场应用，数字图像的概念已经深人人心。
与图像研究所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数字图像领域的主要人物多为热衷网络的一代，他们重视的是被新
开发出来的炫目技术，而艺术理论在这个领域目前还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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