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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董万里教授，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
1996年至1997年在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和堪萨斯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
在美国期间，曾举办过3次个人作品展并多次参加集体展。
归国后，其剪纸作品和陶瓷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和省级美展，其中，有18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件
陶瓷作品被评为北京国际旅游品优秀奖。
1998年完成云南省省级科研项目(室内环境设计，电化教材)1项，并通过验收。
在国家和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专著《环境艺术设计原理》上下册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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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万里教授，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
1996年至1997年在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和堪萨斯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
在美国期间，曾举办过3次个人作品展并多次参加集体展。
归国后，其剪纸作品和陶瓷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和省级美展，其中，有18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件
陶瓷作品被评为北京国际旅游品优秀奖。
1998年完成云南省省级科研项目(室内环境设计，电化教材)1项，并通过验收。
在国家和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专著《环境艺术设计原理》上下册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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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艺蕴心集1　杏坛拈花（总序）　版画艺术中的黑白语言　试析云南版画创作的发展现状　理解“以
人为本”内涵，反思今日设计　对云南民族民间美术的保护、继承和发展的思考　环境艺术的特征和
设计原则　体验民间陶瓷的朴实、健康、自在，反思现代陶艺创作　艺术设计教学的观念转变和方法
手段改进的设想　对艺术设计教育观念与实践的认识　昆明城建规划是与非　关于云南扎染、蜡染旅
游商品系列开发设计研究的一点思考　强化综合实践环节，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符合度——对
云南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毕业　设计的经验体认“视觉形象”只是“标志”吗?　刍议“标”和“志
”　能把CI丢进垃圾桶吗?　论，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馆设计的“写意”手法　浅议园林艺术的
空间与意境　人体工程学课程设置与教学　包装装潢专业的标志设计课　试论艺术语言的表现特性　
道·形·器——论中国古代器物设计的“开山的纲领”　图形创意教学研究　城市形象的整合与推广
——西部设计艺术教育初探　“甲马”：民间的朴素哲学镜像　从设计角度看数字杂志　数字杂志的
设计教学　彰显城市特色，还原历史文化元素——写在“茶马印象”主题商居社区规划设计之后　茫
然、无奈与冲动——浅析传统摄影与数码摄影的教学体会　本土摄影的本质精神——记云南黑白摄影
的魅力　浅谈电视节目制作中的艺术设计因素　试论设计专业的素描基础课教学　线描画在设计专业
中的运用和研究　当代城市园林功能的拓展与城市空间人性化的塑造　浅议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的空
间意识　⋯⋯艺蕴心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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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我们在观看民间艺术各类作品时，会发现许多作品在艺术处理上有其独特的语言，技巧的处
理是紧紧围绕着创作想象力而展开的。
人物造型大都经过提炼和概括后形成程度不同的变形与夸张，简单、明确而生动，比较接近西方表现
主义的表现形式，或者反过来说，自塞尚之后崛起的西方现代绘画更像民间艺术，这个问题要说清楚
并不困难，只需把民间艺术作品中的剪纸、甲马等同马谛斯的画放在一起比较后便十分明白了。
在传统文人眼里，民间艺术是不被看好的，民间传承的东西被视为土气、俗文化而不登大雅之堂，民
间艺人出自民间，属“草根”一族而不会拥有所谓的社会地位。
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文官治政的国家，文人社会地位较高，文人崇尚诗文书画，借文入画寄托
其文人情操及表现所谓文质彬彬的风度及儒雅的气质，把文人精神渗入画中去。
相比之下，民间艺术之“草俗、不雅”便不被认可，文人曾一度不接纳乡野、草根文化的习气，而民
间艺术之花就只能在山野、乡间绽放。
我们客观地看中国传统文入画，其造诣当然很高、很文雅而显得精深博大，但文人画中那些隐喻中的
不凡、过于细腻的“文人气”的画论盘根错节。
而当下的现代画，更多地需要能激发想象的智慧，有时甚至是粗犷、奔放地去表现，要大“俗”而非
大“雅”。
如同雕琢过的精玉与未被打磨过的玉石一样都是玉，民间艺术中保留了我们需要的整个表达艺术过程
中的那份可贵的“粗糙”、那些“笨拙”的直截了当、那些不作过多修饰而自然地呈现。
民间艺术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不过分雕琢，正好把那种打磨作品不彻底的部分“手迹”保留下来，这种
“手迹”同西方现代艺术所追求的效果几乎一样，都具有同一种开发性的自由，都直接释放着创作激
情而富有造型上变异的自由及随意性，以此可想到毕加索、马谛斯等对东方剪纸及非洲木雕的崇拜而
放弃法国、西班牙的“大雅之堂”；后期印象派大师高更放弃法兰西“血统”，在塔西堤岛上固执地
拥抱土著艺术而寻觅更为广大的另一种表现手段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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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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