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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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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有《殷会利焦墨写生集》、《动物邮票设计礼记》、《殷会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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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图形中审美意象的延续与变迁寓情于方寸，共鸣于自然  ——动物邮票设计艺术之
探索谈设计师与民族商品设计林风眠的民族情结谈艺术设计教育中的少数民族特性关于培养跨世纪民
族美术人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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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直以来，我们所经常接触到的和受到更广泛关注的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文
化遗存中的“艺术品”进行的，例如非常熟悉的藏族佛教绘画、云南古代民族青铜器、大理白族佛教
雕刻以及苗族刺绣等等，这些都是在现代文明教育环境下对“艺术”的习惯认识概念所认同的。
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流传下来的艺术品和工艺门类往往属于各个少数民族中的贵族阶层赞助下的“作
品”，有的是少数人才能享用的奢华物，并不能真正体现少数民族大众最底质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象
。
对于少数民族大众来说，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艺术”，其实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歌
舞、服饰、建筑和他们的生活构成一个整体，伴随着他们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同步形成。
因此，抛开物质文化、生活习俗的“艺术品”研究就切断了这个本来是有机、系统的整体链条，必然
不会得到少数民族艺术的本质规律。
本文认为，对少数民族美术的研究一定要解脱现代社会艺术形态概念的限制，不能仅局限在少数民族
“纯粹”的艺术文本的研究上。
这些精美的少数民族艺术品的产生，民族集体的审美意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其中多数造型艺术的
基本面貌也都受到了少数民族传统图形习俗的影响，这些图形未必都是我们眼中所认同的“艺术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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