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3日至6月6日，受陶瓷艺术设计系系主任白明邀请，德国艺术家Gerit与美国艺术家Tery来

到陶瓷系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交流，期间举办了讲座交流活动。 

两位外国艺术家认为陶瓷艺术离不开容器和观念性的塑造，但是与塑造相关的类型很容易让人

单纯地误解为纯粹雕塑作品的材质替换。Gerit与Tery虽然有不同的倾向性，但都是围绕着“人”为

主体进行思考的，很多丰富的形式和观点给以往的陶艺教育带来新的启发，其实艺术的核心是一种

思考方式。                                                                                                       （陶瓷艺术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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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至18日，工业设计系展示设计专业2013级本科生与

德国Rosenheim FH/罗森海姆专业大学的室内设计专业的研究

生共同以“移动式的竹厨房”为设计课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Workshop。

德国同学在德国本土于4月中学开始试验竹结构以及组装的

形式，最终将5.5米长，8厘米宽，月2厘米厚的竹板互相搭接，

形



5月27日，由学院和上海松江区人民政府共同

主 办 、 学 院 染 织 服 装 艺 术 设 计 系 、 程 十 发 艺 术 馆

承 办 的 “ 纪 念 中 国 现 代 工 艺 美 术 教 育 家 、 设 计 家

雷 圭 元 先 生 诞 辰 1 1 0 周 年 ” 系 列 纪 念 活 动 ， 在 上

海松江程十发艺术馆举行。 

“ 纪 念 工 艺 美 术 教 育 家 、 设 计 家 雷 圭 元 先 生

诞辰11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是在1984年“雷

圭 元 教 授 从 教 五 十 七 周 年 纪 念 活 动 ” 相 关 研 究 ，

以 及 2 0 1 1 年 《 中 国 现 代 艺 术 与 设 计 学 术 思 想 丛

书 · 雷 圭 元 文 集 》 等 学 术 文 献 整 理 的 基 础 上 ， 对

雷 圭 元 艺 术 文 献 所 做 的 一 次 抢 救 性 的 整 理 、 寻 访

与 深 掘 。 5 月 2 7 日 系 列 纪 念 活 动 分 “ 雷 圭 元 纪 念

馆 ” 开 馆 暨 揭 牌 仪 式 、 “ 雷 圭 元 作 品 展 ” 暨 相 关

文集首发仪式、雷圭元学术研讨会三部分进行。

“ 雷 圭 元 纪 念 馆 ” 开 馆 暨 揭 牌 仪 式 ， 纪 念 馆

以 雷 圭 元 祖 父 雷 补 同 旧 居 的 主 体 建 筑 改 建 而 成 ，

从 “ 人 生 历 程 ” 、 “ 图 案 教 学 ” 、 “ 学 术 成 就 ”

三 个 角 度 ， 展 现 雷 圭 元 致 力 于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事 业

的 艺 术 人 生 ， 纪 念 馆 将 长 期 向 公 众 免 费 开 放 。 开

馆 仪 式 由 上 海 市 松 江 区 文 广 新 局 党 委 书 记 、 局 长

顾静华女士主持揭牌仪式，上海市松江区副区长龙婉丽、院长鲁晓波共同为纪念馆揭牌。 

“雷圭元作品展”，梳理展示雷圭元的图书、手稿（书稿、讲课稿、写生稿、设计手图等）、图

案设计、漆画、蜡染、油画、国画、书法等两百余件，以及讲课录像录音、照片、档案等文献史料。

作品展开幕式上，同时举行《雷圭元艺术文献集》（贾京生、唐西林、郭秋惠主编，上海文化出版

社）、《雷圭元作品集》（贾京生、郭秋惠、张京生主编，山东美术出版社）、《雷圭元图案艺术

论》（杨成寅、林文霞记录整理，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首发式。

“雷圭元学术研讨会”于当日下午举行，研讨会由学院贾京生教授主持，来自北京、上

海、杭州、南京、贵州、四川、苏州等地的高校与工艺美术领域的专家学者近200人参加本次学

术研讨会。       

雷圭元先生是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工艺美术与设计实践的先行者，亦是新中国

第一所设计高等院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6 年成立）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综合办）

6月9日，“从洛桑到北京”第九届国

际纤维艺术双年展暨学术研讨会（深圳展

年）参展作品资格评审会在吉林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举行。本届展览共收到来自世界

50个国家的近千件报名作品。国内报名作

品则涵盖102所高校，28个省、市、自治区

（包含香港、台湾地区），成为截止目前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纤维艺术展。

吉林艺术学院院长郭春方亲临现场指导，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纤维艺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宋飞主持

并致辞，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纤维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届双年展执行策展人林乐成进行了组展

工作汇报。本届展览收到来自波兰、韩国、德国、美国、日本、瑞士等50个国家773位作者960余件

（组）作品，经过资格评审委员会认真严格的逐一评审，最终入选作品数为221件（组），入选率约

为23%。入选作品将于9月10日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隆重推出，届时还将在深圳大学美术馆举办“从

洛桑到北京”历届策展人与评委作品展。 

“从洛桑到北京”以开放、包容、当代、学术、亲和、普世、文化本源等优质元素不断夯实根基，

传承发展，构建出以中国为中心的纤维艺术国际格局，形成不可替代的世界影响力。    （工艺美术系）

5月22日，探索、探索、再探索——纪念庞

薰琹先生诞辰110周年艺术展在北京泓文博雅艺术

馆开幕。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中国美协主

席刘大为，庞薰琹先生的女儿庞绮，校党委副书

记史宗恺，院党委书记李功强，校图书馆馆长邓

景康，中国美协副主席、副院长曾成钢，庞薰琹

美术馆馆长吴文雄，庞薰琹先生学生、刘巨德教

授，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吴冠中艺术研

究中心副主任卢新华，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殷会

利，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丁密金，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宣传部长蔡劲松等嘉宾200余

人出席开幕式。

庞薰琹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前身）的奠基人，他集艺术家、工艺美

术家、艺术教育家于一身，是中国近现代美术

史上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此次艺术展共展出庞

薰琹和他的学生及再传弟子共39位艺术家的作

品近200幅，其中24幅为庞薰琹先生不同时期

的作品。以此纪念中国一代艺术宗师庞薰琹先

生诞辰110周年。

刘大为在开幕式上说，庞薰琹先生一生致

力于“中国学术现代化，外国学术中国化”，旗

帜鲜明地走在植根民族文化传统、中西融合的道

路上。他的艺术实践，奠定了中国工艺美术品䄎



5 月 2 6 日 上 午 ，

学院A区一层大厅人

声鼎沸。第四期非遗

研修班的21位学员进

行了传统技艺的现场

展演。每个学员展台

前都观众爆满，一波

接一波的校内外师生

和特意赶来的手工艺

研究者、爱好者们纷

纷与传承人们进行互

动、交流。

笔 墨 纸 砚 系 列 论 坛 ，

由“骨法用笔：制笔与笔

法”、“纸以载道、水墨与

画意”、“砚藏名山：灵石

与文气”、“佛光普照：藏

书与藏画”、“古艺新姿：

纸作与日用”五场论坛组

成，由刘巨德、杜大恺、吕

敬人等11位知名专家分别

担任评议人，25位传承人进

行交流，吸引了众多观众参

与，反响热烈。同时还分别

有8位传承人做了漆艺+织

锦+蜡染和内画+琉璃+银饰

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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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消息

详细信息请登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网www.ad.tsinghua.edu.cn

2015年暑期，文化部正式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试点工作，委

托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等23所高等院校以及职业技术学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提供

研修和普及培训服务，旨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文化素养、传承水平和研发能力，促进传统工

艺融入现代生活。2016年初，文化部、教育部共同下文，认定清华大学等57所高等院校为承办单位，将研

修、研习和培训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5月9日，新一轮非遗研修班在清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单位同

步开班，拉开了2016年研培工作的序幕。

5月9日上午九点，文化部、教育部 “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计划”在学院再次启动。第三期和第四期

非遗研修班同步开班，主题分别为“笔墨纸砚”和“工艺美术”。副院长张敢、马赛、艺术史论系主任陈

岸瑛、绘画系党支部书记周爱民、教务办主任原博、工艺美术系副主任关东海、研修班结业创作指导教师

代表王晓昕、岳嵩及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41名身怀绝艺的传承人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婺源歙砚制作

技艺传承人吴锦华和京派鼻烟壶内画传承人金洪山分别代表两期研修班学员表达了对文化部和清华美院的

感谢，表示将在未来一个半月的学习中创造出最好的成绩，交上满意的答卷。第三期笔墨纸砚研修班由艺

术史论系承办，与绘画系、书法研究所和视觉传达设计系深入交流互动；第四期工艺美术研修班由工艺美

术系承办，与系内四个专业深度互动，并与染织服装艺术系、绘画系等展开合作。

“非遗进清华”项目组策划“传统复兴”系列讲座，分别邀请刘巨德教授主

讲“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另一个艺术星球”、尚刚教授主讲“大而能化，含蓄典

雅--深度解读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两个文化要素”、吕敬人教授主讲“纸言 书

语”、 陈池瑜教授主讲“新中国建设与绘画”、吕品田教授主讲“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生产性保护”、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谷泉主讲“要抓住传统的神”、郭秋惠

老师主讲“学院文脉与经典设计”、任鹤林主讲“开封木版年画的前世今生”、邓

金坤主讲“连城竹纸的故事”。这些讲座从不同角度向非遗传承人、学院师生及慕

名而来的社会各界人士，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学院文脉，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

5月11日至13日，非遗研修项目组为两期学员定制了以汉字和书法为主题的课

程，由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赵健、艺术史论系副教授邱才桢、书法研究所林书杰博

士分别为学员们讲授了书法实践、书籍与汉字、中国书法史等精彩课程。此外，工

艺美术系的名师周剑石、唐绪祥、王建中及林乐成教授分别为学员们授课。

5月27日晚，“中国手工造纸联盟”启动仪式举行。经文化部、教育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群研修计划”清华美院项目组及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项目组倡议，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绘画

系、书法研究所、艺术史论系联合中国科技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暨手工纸实验室、数字文化教育中心，

以及参加研修的手工造纸技艺传承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手工造纸联盟”。首批手工造纸加盟品牌

有：安徽泾县红星牌宣纸、安徽泾县曹氏宣纸、江西铅山连四纸、福建连城连史纸、贵州丹寨石桥构

皮纸、陕西西安楮皮纸和新疆和田桑皮纸。纸是承载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学院有责任与合作单位一

起保护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构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传承人先后参加了在北京泓文博雅艺术馆举办的“探索、探索、再探

索——纪念庞薰琹先生诞辰110周年艺术展”的开幕仪式，到北京华方雕漆

文创产业园访问交流、参观故宫珍宝展和韩美林艺术馆，考察首都博物馆

及董陶窑、恭王府。

6月1日，阿里巴巴集团文化中国项目负责人毛丹红专程从杭州来到清

华美院，为参加42名非遗传承人作了“非遗与互联网运营”的专题讲座。

毛丹红从“互联网生活方式”、“互联网消费报告”、“互联网消费结

构”、“互联网那些事”四个方面向大家分享了当前互联网年轻化、高品

质化的文化消费趋势，并结合非遗触网的实战案例，为大家描述了传统工

艺与互联网关联后的美好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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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结合第三、四期非遗传承人的专业领域，学院艺术史论系、工艺美术系联合染织

服装艺术设计系、视觉传达设计系、绘画系为他们量身定制了课程和活动。在一个半月的时间

当中，传承人不仅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还在实践中开阔了视野，在研修计划这个平台上，

传承人们也相互认识、相互学习、切磋技艺，结下深厚友谊。同时，通过相关论坛和展演活动

的开展，也让清华师生和社会公众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为宣传和推广非遗发挥了

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