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6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

“丝绸之路传统壁画艺术研讨会”、《中国壁画》

丛书首发式在新疆龟兹举行。学院绘画系教授郗海

飞主编的《中国壁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卷）作

为丛书的组成部分在本次会议上首发。

《中国壁画》丛书是壁画艺委会与江苏美术

出版社合作的一个中国当代壁画研究文献，是一项

系统工程，从策划到编撰历时三年多。《中国壁

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卷，由郗海飞主编，历时近

三年。全书约15万字，图片500余幅，全书分为文

论、代表作品、教学理念研究三部分，对1956年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壁画专业以来直至今天的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壁画与公共艺术专业58年间的教学

与发展历史，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了梳理与总

结。书中收录了包括张光宇、张仃、祝大年、吴冠

中、常沙娜、袁运甫、杜大恺等老一辈著名艺术家

以及后辈学子们的文论与作品，既有对壁画发展历

史的回顾与总结，也有对未来壁画与公共艺术发展

新的思考与探索，是一本关于中国现当代壁画发展

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绘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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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上午，“天行意动·首届中国国际动

态雕塑展”在学院美术馆开幕。院长鲁晓波，中国

雕塑学会会长、副院长、展览总策划曾成钢，副院

长苏丹，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展览学术主持孙振

华，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少军，中国雕塑学

会副会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杨剑平，中国

雕塑学会副会长、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殷

小烽，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

主任龙翔、意大利建筑师ITALO· ROTA等嘉宾

以及参展艺术家及师生近60人出席开幕式。

展览旨在展示各学院和艺术家在动态雕塑领

域探索的丰硕成果，向公众普及动态雕塑概念。通

过研讨增进不同学科和各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相互借鉴成功经验，系统梳理和讨论遇到的问

题。携手各位艺术家同仁，共同推进中国的动态雕

塑艺术向前发展。展览展出33件优秀国内外动态雕

塑实物作品及近40部精彩的动态雕塑作品视频，引

起嘉宾及观众的极大兴趣。

当天下午，以“中国动态雕塑的背景、教学

与实践”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学院报告厅举行，

孙振华博士担任学术主持。研讨会邀请国际动态组

织中国区负责人粟多壮、清华大学机械学院赵景

山、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师丹青、雕塑系陈辉、鲁

迅美院雕塑系青年雕塑家汤杰、西南交大艺术学院

邓乐、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罗小平针就中国动

态雕塑的学科状态、教学情况及创作现状分别做演

讲，同时有九名专家学者参与评议。(雕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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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由艺术史论系、世界艺术史研

究所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大学院美术研究科艺

术学专攻工艺史研究室共同发起的中日工艺美

术史论研究交流会举行。东京艺术大学工艺史

研究室副教授片山真备，艺术史论系教授、世

界艺术史研究所所长张夫也，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艺术史论系教授尚刚，艺术史论系系主任

陈岸瑛、副主任陈彦姝、工艺美术系副主任关

东海等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采取两校研究生进行本人研究报告演

讲、观众提问、讨论交流和专家点评相结合的方

式。在会议上演讲的学生有东京艺术大学的博士

生林佳美，硕士生铃木爱乃、菅泽娑娃卡、玉井

绫、田渊可菜，学院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方向的

博士生张燕芬、硕士生高宗帅以及外国工艺美术

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董智斌、刘朔，硕士生徐笑

晗。报告结束后，两校同学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学术氛围浓厚。

（艺术史论系）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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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至8月1日，应文化部东京中国文

化中心，国家旅游局日本代表处邀请，由中

国美术家协会、学院等联合主办的“线的艺

术——孙玉敏作品展”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开

展，这是继孙玉敏教授在法国、意大利之后在

国外举办的又一次个人展览。

7月27日开幕式当天，日本国参议院议

员，民主党最高顾问，参议院前议长江田五

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陈铮，众议院

议员二阶俊博代表伊藤忠彦，日本国土交通省

观光庁审议官虾名邦晴，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白

西绅一郎等各界人士前来祝贺。此次孙玉敏教

授携带自己历年来精心创作的50余幅作品前来

参展，并于7月30日下午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

与我院雕塑系王洪亮教授共同举办“雕塑的光

与线”的专题讲座。                        （绘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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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至11日，第34届弘益纤维艺术展

在韩国首尔HoMA艺术博物馆举行，来自韩

国、中国、日本、美国等国的94位艺术家参

加本次展览。展览特别邀请了“从洛桑到北

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策展人、学院教授

林乐成做开幕致辞，并于9月7日下午在弘益

大学举行专题演讲。林乐成教授以“编织连

结世界”为题，因“编织”常与“理想、希

望、未来”等词汇结合，寓意美好，而“从

洛桑到北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正是在

“编织”纤维艺术的精神家园、美好未来，

进而将展览15年来的发展历程、获奖作品、

国际评审团队等娓娓道来。韩国弘益纤维造

型协会会员、弘益大学纤维造型系师生百余

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工艺美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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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第二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与金泽美术工艺大学教师作品展”在著名的日本21世纪美

术馆开幕，此次的展览主题为“研·创·传”。日本金泽市长山野之义、金泽美术工艺大学前田昌彦

校长及该校绘画、雕塑、史论领域著名教授、学院院长鲁晓波、绘画系主任郑艺、艺术史论系主任陈

岸瑛、雕塑系副主任李鹤，以及学院教师代表张夫也、李象群、魏二强等师生16人出席了开幕式。

此次展览的作品以两校教师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以及史论著作为主，共展出61件作品，我院共计

36名专业教师参展。展览展现了两校的高水平作品，通过交流，相互了解了中日两国的艺术教学及艺

术创作的异同。通过艺术表现、研究视点的多样性探索，深入增进了两校及中日两国的艺术沟通。                    

（陶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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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敦煌研究院联合承担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 

划）“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理论与方法”项目年度总结暨结题研讨会于8月27至28日在学院召开。

项目首席专家、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项目特邀专家李德仁院士，贾云得教授，林宗坚教授，潘志庚

教授，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学院院长鲁晓波，信息艺术设计系主任徐迎庆，清华大学科研院重大

项目处副主任华琳，学院科研办主任董素学以及项目组的专家学者们共计50余人出席了会议。

鲁晓波教授、徐迎庆教授分别承担了973项目“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两个课题

（共六个子课题）《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验证与典型示范》和《雕塑、壁画类文化遗产的虚拟修复》

的研究工作，带领其团队与敦煌研究院、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专家合作，对敦煌的数字化保护进行

基于艺术规律的科学数据验证和推理，以及基于科学原理的艺术表现与演绎。这是学院交叉学科建设

和研究的一次重要实践，也是设计学科团队首次承担973课题，前后共有10余名教师和20余名研究生

参与了课题的研究工作。                                                                                             (信息艺术设计系)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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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小学期，工业设计系产品专业（美38班）与展

示专业（美39班）的三十多位同学在马赛、刘强、石海

东三位老师带领下赴广东佛山实践。佛山是著名的陶瓷

城，同学们先后参观了恒洁卫浴陶瓷厂、 凯乐德卫浴公

司、天健五金公司及深圳艺展中心。实践的workshop

期间，同学们以“重生”为主题，通过视频表现、定格

动画、雕塑、装置艺术等展开了综合设计。大家积极

动手，充分利用恒洁的现有原材料和废弃的产品材料金

属，陶瓷，木材，塑料等。通过艺术化，功能化设计，

将恒洁的基本元素在低碳环保的概念下进行了再设计再

创作，使废品成为了新的艺术作品和产品。

（工业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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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装饰》杂志“特别策划”栏

目刊行百期座谈会举行。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

峰、中国期刊协会原会长张伯海、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报刊司副司长农涛、教育部社科司

副司长徐艳国、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原副主任

王明旨、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张佐、文科

处处长苏竣、院长鲁晓波，副院长张敢、马

赛、曾担任过《装饰》杂志前任主编的本刊顾

问陶如让，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助理、中国国际

设计博物馆馆长杭间，艺术史论系张夫也教

授；现任本刊编委的柳冠中教授、尚刚教授、

李当岐教授、包林教授、蔡军教授以及来自兄

弟刊物的代表《艺术设计研究》常务副主编陈

芳，《美术观察》编辑祝帅，《照明设计》主

编、中央美术学院何崴、以及优秀作者代表、

视觉传达设计师等校内外嘉宾参加了座谈会。

与会者纷纷发言，肯定了《装饰》杂志

《特别策划》栏目所取得的成绩。许多嘉宾认

为，《装饰》数年来坚持以每期推出选题的方

式突出一本杂志的主张，不仅是保证杂志质量

非常重要的举措，而且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

响。《特别策划》栏目这些年来对中国设计问

题持续而深入关注，这些问题不仅是《装饰》

也不仅是设计界的，而是涉及到了中国人对装

饰、对生活、对社会的整体系统性的看法，因

此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设计界一笔宝贵的

财富。

（《装饰》杂志编辑部）

工艺美术系金属艺术专业（美313班）在周尚仪、

王晓昕两位老师带领下赴云南考察学习。师生一行先后

拜访了鹤庆县草海镇新华村的寸发标大师、汪旺老师、

段氏父子、王氏兄弟的家宅和工作室，观摩了母屯（铁

匠村）铁匠大师苏八三师傅的工作室。除了听闻长辈们

循循教导，也观摩了很多有关铁器、银器、铜器的制作

技法，在寸发标大师的工作室实践锻造工艺，并与同组

同学自主走访、了解了当地银器和首饰市场现状，获益

匪浅。

师生一行途经大理，抵达昆明，在昆明的斑铜厂欣

赏了大量精美的斑铜作品，在金永才大师的引导下，深

入了解当地传统工艺“乌铜走银”的制作方式及效果。

最后，参观了昆明博物馆，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加整体、

深入地体会了云南这片福泽之地的发展。有同学表示：

不知道他人对传统金属工艺的理解是什么，但首先必备

的是一颗匠心。 9月21日，流动的传统──张宝华丝巾艺术

展”在2015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之旅活动的核心

会场北服创新园一层时尚展览厅开幕。北京国际

设计周组委会副主任曾辉、北京服装学院刘元风

院长、学院副院长马赛等出席开幕式。

这是张宝华首次面向公众展示其40幅设计成

品、8幅原作手稿、8个展台的设计全过程。首次

通过层叠的玻璃介质，向观展嘉宾剖析一条“完

美丝巾”的艺术创意与设计印制全过程——严谨

的17道工序，汇集了众多精美绝妙的工艺和创

意。首先是手绘稿设计阶段，从主题概念构思、

查阅资料与实地采风，到确定设计素材、手工绘

制图案原大初稿，都充满了设计师对丝巾创意的

诚意之心；接下来每一步工艺生产也需一丝不

苟，根据生产工艺确定颜色套数、拷贝正稿后手

工绘制，完成后将色标转为潘东色号再进行3-5

种不同的色调配色；最后将手稿进行原大扫描转

成电子版，进入分色制版与打样阶段。在丝巾批

量制作阶段，拥有十多年经验的工坊老师将会逐

条对丝巾进行手工卷边缝制，以苛求其作为“艺

术品”的价值所在。张宝华所打造的每一条丝

巾，通过层

层关卡，从

设计到制作

需 花 费 3 至

12个月左右

时间才得以

诞生。

（染织

服装艺术设

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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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当地时间2015年9月4日18时，由雕塑系

董书兵创作的大型装置雕塑 “融”收藏仪式，在

杜塞尔多夫市国际机场举行揭幕仪式。德国杜塞

尔多夫市市长盖斯、德国北威州文化部部长、中

国驻德大使施明德、中国驻德杜塞尔多夫市总领

事冯海洋、学院院长鲁晓波应邀参加了开幕仪式

并发表了讲话。

作品“融”整体上使用中国“竹”创作而成，

该作品无论选材、形式还是精神内涵，都集中体现

了中国文化的精髓。竹有“依依君子德，无处不相

宜”的性格，更有清虚、高洁的竹之精神。作品造

型以中国汉字“文”为基础，结合哥特式建筑的艺

术风格，结构层次分明，东西融合，突显活动主

旨，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艺术形式，兼有西方艺术哲

学内涵，麻绳捆绑作为作品组合成型的主要工艺手

法，同时担负着中德文化紧密融合、广泛交流的象

征意义和时代罡风，也是艺术家与美术教育工作者

的美好诉求和社会使命！                                                                

                                                       （雕塑系）

8月15日，“新生万象──张夫也艺术作品全

国巡回展（北京展）”在北京高碑店文化园区聚

仙堂文化艺术中心隆重开幕。文化部原副部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学院副院长曾成钢、副院长马赛、绘画系

刘巨德教授、工业设计系史习平教授、绘画系刘

临教授及北京市朝阳区相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曾成钢代表学院致开幕辞，对张夫也教授的

学术理念、艺术创作、史论教学研究方面所取得

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张夫也教授也激情致

术风格，置䲱¨ۑ层Ⅴ슁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