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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系简介

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

系现有在校本科生近500人，专职教师

17人，兼职教师20余人，包含有“视

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

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共4个专业及

“摄影工作室”“模型工作室”“数码

图文工作室”“服装缝纫实验室”“服

装制版实验室”5个专业实验室，已建成

一个拥有高学历、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

团队与专业方向多样的艺术类系科。前

后参与完成了云南省社会哲学科重点课

题、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等

各类科研课题近10项，共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全系教师编写全国高校艺术设

计“十二五”规划教材5部，其中，《构

成设计基础》被评为“云南省精品教

材”；“艺术设计基础教育创新教材编

写出版”项目获“云南民族大学第十二

届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我院设计系在办学之初便秉承云南

民族大学艺术学院“传承与发展民族

艺术”的特色教研思路，并发扬了文

化创意产业中开拓与创新的理念，力

求结合艺术设计的应用型学科优势，做

到产、学、研相结合的市场化效益，通

过物化的形式将云南民族艺术得以传承

与发展。我院设计系教师立足于“民族

艺术”的切入点，以研促教，设计系将

特色的科研思路渗入到民族性极强的特

色教学环节中。现开设有“云南民族图

案”“云南民族旅游产品设计”“云南

民族元素创意”“云南建筑装饰”等创

新性与时代感兼具的民族艺术特色课

程，将现代的设计原理和专业技术有效

地运用到了云南传统的民族民间工艺中

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近年来，我

院设计系的教学活动凸显优势，在省

内外的各大专业赛事中也彰显特色，

学生作品获得国家级或省级奖项已达

50余件。

2013年6月，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

院设计系在云南省图书馆成功地举办了

“2009级毕业设计展及现场招聘会”，对

我校的民族特色办学理念与高水平教学

质量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与推广作用，并

且深受各企事业用人单位的广大好评。

时隔一年，200多名莘莘学子又即将告别

校园踏上工作岗位。为进一步贯彻我们

民族特色的教学思路，以云南丰富多彩

的民族文化作为设计主题，为2010级毕

业生出版《族·迹》主题毕业设计作品

集。这既是对多年来各位专业老师含辛

茹苦教书育人的回报，也是对云南民族

艺术超越式传承与创新的现代演绎。

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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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云南民族艺术是云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视角下探究它的审美及

其变迁，实际上是对不同时期文化根基的解读。而文化的发展与超越是传承活动中最符合时代要求的方

式。早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工艺专著《考工记》中就提出了“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

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重要观点。艺术创作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域也应该呈现出不同的潮流和风

格。营造属于云南本土的视觉语境，是推动云南民族艺术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前，人

们对云南民族美术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扎染、木刻、剪纸等传统的工艺技术上。我们常常在思考，一个边

缘化的艺术在盲目传承的过程中，仅仅沉淀于旧时文化的古朴风韵之中是远远不够的，忽略了当下审美

对其的认知态度是不利于推动云南民族艺术的发展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创新的思维和手段在迅速

发展，可利用的物质基础逐渐需要进一步地开拓与创新。变换视觉因素与新媒介的传播途径，发挥材质

工艺等功能来刺激注意力的新追求，这样才能使传统艺术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

 我院艺术设计专业在建系之初，对云南民族艺术的认识就突破了“保护式传承”的思维方式，而

秉承了文化创意产业中“开拓与创新”的继承理念。通过现代设计的多重表现手段，对古老的云南民族

艺术进行有效地拓展与应用，力求结合设计的“实用型”学科优势，做到产、学、研相结合的市场化效

益，通过物化的形式让云南民族艺术得以传承与发展。正如本次毕业设计名称“族·迹”所寓意，从表

现形式出发对云南民族艺术进行探析，给广大师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使传统的民族艺术得到

符合现代审美标准的传承与发展。这就是我们年轻一代人对民族艺术发展足迹的一次探索性演绎，也是

使云南民族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我院设计系的本次创作活动中得以升华的重要体现。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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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传卷002

作　　者：海　梦　毛　蕊　吴琼达

指导教师：吴化雨

摩梭新言

_

设计说明：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文字的发明和运用是一个民族文明

发展程度的标志。

摩梭，古老的达巴象形文字，包含了多少这个母系家族的历

史。在解读古老文字的基础上，改变了些许笔形与结构，让字体更加

饱满、大气。细节之处增加些许插画，使得画面生动活泼。使用水墨

技法，加深了摩梭的美感。黑色代表女性神秘、独立，再加上水的渲

染又体现了女性的柔美，两者完美地体现了母系社会的刚柔并进。再

仔细看那些红色小点，运用喷洒的形式也表达了摩梭民族的热情。 

1
——

2
——

_
1.摩梭新言LOGO；
2.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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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传卷004

1
——

4
——

5
——

3
——

2
——



VI设计 < 005

_
1.灯碗；
2.神台敌扁铃铛；
3.万年吉祥物；
4.神灯；
5.“撒”，古代皇帝出门撑的伞；
6.神台敌扁铃铛局部；
7.万年吉祥物局部；
8.神灯局部插画；
9.古苏宝局部插画。

7
——

8
——

9
——

6
——



> 视传卷006

_

设计说明：

此组毕业设计是以布依族蜡染为题，从布依族蜡染艺术中的纹样及色彩中寻找灵感。感受蜡染

艺术中的形式美，提取当中美的元素，将其进行重组、排列，探索新的视觉符号。将其应用到当代

生活家居中，把传统蜡染艺术以新的方式加以运用，使之在不脱离传统民族感的同时，又与当代时

尚风貌相结合。

布依蜡染

作　　者：孙晓丹　李林璠　吴青隆

指导教师：吴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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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传卷008

1
——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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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

7
——

8
——

6
——

_
1.鱼鳞纹样剪纸装置艺术；
2.鱼纹样剪纸装置艺术；
3.水纹样剪纸装置艺术；
4.陶瓷吸水杯垫；
5.6.7.桌旗包装；
8.展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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