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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子曰，三十而立。

对于人生成长来说，３０岁是一个创业稳步、格局初具、走向渐明的阶段。

１９８４年，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教育家们准确把握生活对艺术需求的发展动态，从

美术系分离出工艺美术专业，从具有独立品性的专业，进而建立独立的教学单

位———工艺美术系，发展到后来，于２１世纪初成立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筚路蓝缕、上下求索、风雨兼程，不知不觉已届而立之年，这是一个大年份。

设计学院出版教师论文集，要我写序，我感到莫大荣幸。

在云南艺术学院成建制的１０个完整自足的教学单位中，设计学院是办学

规模最大，发展状况最蓬勃，学科发展、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实践环节等人

才培养过程结合社会生活新需求最紧密的办学单位。这种最大、最蓬勃和最紧

密之间，其实具有一种重要的逻辑联系，那就是：紧密结合现时的人才培养需

求，实际上就在整个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当中加入了 “因时施教”的成分。从

教育者的理性判断而言，这样的学科专业，与其他一些老牌的学科、传统专业

具有时间淘洗、实践检验带来的滞后性不同，对于应用艺术学科的设计艺术学

学科而言，这种因时而为、因时而动、因时而变的学科专业调整、课程结构设

置和教学过程，时效性格外突出，而且伴随着突出的实践环节要求。很大程度

上，这个学科和专业培养创造能力强、动手能力强、应用艺术适应面宽的人

才。理解到这一点，教育培养理念和教学实践途径，办学中的学科发展就具备

充分的理性高度和学科准头。

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的艺术教育家们抓住了应用艺术学科这样的办学特

点，把教学成果和研究水平展示在锦绣河山、街头巷尾的人类生活平台上，把

办学追求渗透在、生动在、美化在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活动中，于是，

社会各界看见欣赏到、享受到应用艺术的美感之后，就格外热情地追捧这样的

办学和专业。于是，学生报考趋之若鹜，原因在于，学生实习实践环节当中就

洞悉市场，跟随那些在市场里摔打过的教师在工作室里参与设计、制作，面对

消费者、厂家，经受过市场的严格检验，因此，毕业生毕业前就已经准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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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具备眼光、畅通渠道去开拓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与发展路径了。２０１４年１

月６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 《民族味儿提升就业率，让传统文化活起

来》中提到：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的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三年在９９％以上，这

样的办学成果，实际上是办学行为联系着社会需求和学生就业的两端获得的显

著成效。

作为应用艺术学科，创造成果表现在被采用的设计方案中、被设计创意美

化的环境美感里、所打造的品牌形象上、随处可见的充满美感设计的人类衣食

住行要素里……所以，设计者们大多不爱写论文、码文字；所以，设计者通常

勤于创造创作、设计制作，但是疏于整理、总结和研究。大约这是艺术创造者

的创造型人格所固有的特征带来的行事方式———忙于创造创新，忙于一路向

前，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歇口气，端详自己的创造品，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和设

计理论。但是，当设计学院总支书张勇研究员捧来教师们书写得洋洋洒洒的论

文集给我看的时候，我知道，这种情况改变了。翻看这些文章，都是设计学院

的教师，“吾手写吾口”，生动活泼，满眼生彩。

这是一群教师艺术家设计者的努力状貌。３０篇论文，分为四大板块，即教

育：观念与实践；文化：认知与传承；教学：途径与方法；评价采撷。从宏观

的教育理念与学科发展，到历史文化链条在民族文化发展文脉上的联系，再到

办学实践过程中的方法与路径，都是对艺术教育活动的理性思考。就学科发展

而言，这样的梳理总结，远远超越了民族工艺传统因袭方式的那种世代相传时

曾经的感性经验积累与主观口传心授，而充满了理性色彩、学科意识；就设计

内容而言，形、色的直观美感与历史、文化、族群、习俗相融会，设计的要义

在于将深厚的历史、族群的记忆、文化的核心因子提炼、抽象、变形、设计、

体现为妙不可言的直观美感，因此论文集不少篇章在探讨包含在 “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的历史文化、族群个性、宗教习俗问题；就课程安排与教学实施而

言，那些充满了个案性、具体性、差别性的表述，实际上提供了一些生动的教

学案例，让设计学院的人才培养从一个教育学术语变成了生动的实作图，意义

是显然的。

男长３０，据说，男性的身高、相貌、体征等，在３０岁完全定型。孔圣人

说的 “三十而立”也许与此有关，但更多的含义，应该是心智、性格、事业的

基本成型、成熟。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现在的办学规模、人才培养口碑在国

家层面与云南省层面的教学质量工程、“创意云南”系列设计活动中成为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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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设计行业中无可争议的最活跃的学术推手与最集中的中坚力量，有目共

睹。那么，这些是不是可以看作体量体魄的基本定型、成熟？

我想是可以的。

但我想说，人生成熟的境界不一样。似乎是黎巴嫩散文家纪伯伦说过类似

的话：有人满面皱纹，却心如孩童；有人一脸稚气，却满腹沧桑。他辩证了心

理与生理的所谓 “成熟”的相对性和悖逆感，但从中我所感觉到的内容是，很

大意义上，“而立”的成熟与心智的发展健全有关。体魄成熟定型，心智发展

跟不上，可能就出现 “老顽童”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会成为闲人消遣和街

坊笑柄。

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在潜心发展３０周年之际推出教师论文集，就是一

个办学实体单位建制成熟、规模发展后的学术总结与理性思考，犹如一个体魄

健硕、精力充沛的男子，读书行路、拜师访友、学艺出师、自立门户、旗开得

胜之后，准备著书立说，自创门派了。

这显然是另一种成熟。

善于总结自己，也善于展望未来，因此也更能把握当下的人，谓之曰成

熟。而立之际，设计学院似乎正在显示出这种发展能力和存在气象，这是可

贺的。

是为序。

吴　戈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日于昆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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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云斌 浅论云南少数民族新居住环境规划中宗教视觉因素的兼顾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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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飞 瑞丽市姐相乡傣族村寨空间特色分析 ／１４８

兰　艳 云南少数民族村寨文化调查及情感设计表达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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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锐 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影像记录之保护与传承 ／１７０

教学：途径与方法

杨凌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实践教学应用探索 ／１７９

万　凡 西部城市形象的设计与推广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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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霞 云南民族特色景观环境再生设计 ／２０１

何子金 云南旅游景点的虚拟现实设计应用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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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钧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学模式探寻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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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映河 丽江旅游纪念品包装设计探析 ／２４３

梁　芳 民族风格动画的别样风情 ／２５０

评介采撷

专家评价

森茂芳 设计 “美丽云南”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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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明 民族味儿提升就业率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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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完善与发展，全球教育模式及教育环境的不断转变，成

为我国艺术教育由精英培养向大众转型的坚实的物质基础。艺术教育的转型意

味着教育模式由有针对性的精英培养转向大众的素质教育的提升，从教育理念

层面来讲，实现了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良好预期，也是我国教育结构、模式及

教育环境得以改观的重要契机。但就目前我国艺术教育的发展状况来看，教育

主体对转型过程中教育模式、教育目的及其功能还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直接体

现在教育过程中出现艺术教育德育化、技能化与机械化的现象，由此产生的直

观后果就是受教育者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出现意识上的滞后性与盲目性。在

当今讲求文化自觉与和融发展的背景下，这无疑成为我国艺术教育亟待解决的

重要问题。本文尝试将我国艺术教育的发展模式放入文化自觉观中进行微观剖

析与比对，在 “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宏观环境中，探求艺术教育微观的教育

模式及教育理念的转变，建立 “和而不同” “和同之变” “和实生物”的艺术

教育新思维。

3456*+,-./07089:;

１孰重孰轻：艺术教育之目的论

当前，我国正处于艺术教育由精英培养向大众教育转型的过渡时期，教育

预期是让更多的受教育者得到全面素质的提升，而艺术教育毋庸置疑是人的全

面素质提升的捷径。因此，各综合类或专业类高校纷纷投入增设艺术学科的大

军当中，一时间，我国的艺术教育似乎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效果。但仅从学

科设置中我们就能发现，艺术教育的培养目标及培养方向惊人的相似，基本上

属于依葫芦画瓢的状态。可见，教育主体并未从根本上认清艺术教育是以受教

育者为轴心而进行的有针对性的培养。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实际需求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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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艺术人才不能得到满足，而综合类及专业类高校的毕业生跟美术学院的毕业

生抢饭碗，导致大批非专业类院校的艺术毕业生就业困难或无法就业。因此，

教育主体必须清楚自身的办学优势及独特的办学方向，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科设

置并调整教学模式。

２似是而非：艺术教育之功能论

教育主体对于艺术教育的功能之说存在两种倾向，即素质教育与德育教

育。《教育的危机》一书中提到：“人们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却在教育计划实

施过程中走进了一个素质教育的误区。素质教育并不是课程的加减法，不是加

上几门课程，形成一个所谓的课程体系，就能给学生带来丰富的知识和培

养。”① 从中可以看出，书者对素质教育的定义是具有双层含义的。第一层是对

素质教育本质与核心的探究，教育主体在倡导教育理念宣扬教育思想的同时，

经常用一个词来标榜自身教育的优势，那就是素质教育。诚然，随着中国经济

政治的快速稳健发展，人们对自身提升的欲望愈发强烈，素质教育的出台也是

适应社会现实需求的，只是教育主体并未真正清楚素质教育的本质与核心是什

么。书者认为：“素质教育并非简单的在教学计划制定中，加一些人文艺术类

的课程，主观认为让学生多涉猎一些艺术与人文的常识就是对素质教育最好的

提升方式或手段。素质教育最重要的本质和核心是对学生心灵或心智的培养，

是正义感和人性中普适性的爱和情感的培育。素质教育最关键的不是课程结构

的调整，而是创造有利于学生的心灵和心智朝着捍卫人类普适性价值原则的方

向发育的环境。”② 心灵与心智是人类最初的原发阶段，这个阶段如果显现偏

差，那就不存在后来的素质与人自身的全面提升，至少来说那样的素质教育是

在伪装下存在的人的异化表现。素质教育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过于夸大艺术教育

对素质教育提升的权威性。艺术教育可以在诸多层面影响人们对自身素质的探

究，但并非艺术教育是素质提升的唯一渠道。这与将艺术教育与德育教育混为

一谈有着相似的理念偏差，我们知道，艺术自身既有教育性，又有伦理性；既

可以动之以情，又可以晓之以理；既能深入人心，又可以使受教育者在审美愉

悦中心甘情愿、不知不觉地接受其熏陶。狄德罗曾说：“坏人进戏院受到艺术

的感染而感动得涕泪交加，那时他就会对自己所犯的罪过表示内疚，对自己给

①
②

李森：《教育的危机》，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６页。
李森：《教育的危机》，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６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５　　　　

别人造成的痛苦表示同情。那个坏人走出包厢时就会比较地不倾向于继续作恶

了，这比被一个严厉而生硬的说教者痛斥一顿要来得有效。”① 然而，艺术教育

不等于德育教育，尽管艺术教育的目的有一部分德育教育的因素，但不是全

部。艺术教育的核心是审美教育，是通过艺术这个中心环节，使人们在艺术的

外在表现形式中得到审美的感受，萌发与艺术最初意愿的感情共鸣。

３艺术教育特色化的缺失

中国增设艺术类学科的高校已是普遍之事，高度相似的办学模式与理念也

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如此一举，教育成果 “批量生产线”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在此以服装设计专业为例，北京服装学院与云南艺术学院服装专业进行

对比，如果从横向的教育师资力量、教学软硬件配比方面对比，云南艺术学院

服装专业显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但如果从地域学科特色纵向对比，云南艺术

学院地处中国少数民族核心聚居区，２５个少数民族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艺术

呈现形式、形式各异的服饰款式、浓郁的地方文化内涵都成为云南艺术学院服

装专业 “唾手可得”的优势资源，这一优势完全可以成为该学院学科建立及发

展特色，依托优秀的民族民间丰厚的土壤，孕育出民俗浓郁的 “民族服装设

计”风格。

<4,-./0=>?@

新时期，中国的艺术教育敞开胸怀广纳良策，在国际教育环境迅速更迭的

宏观空间中吸收外来的教育理念，使我国的艺术教育发展呈现出国际多元发展

的状态。并成为中国艺术教育由精英培养向大众教育转型的契机。但教育主体

对教育目的、功能、路径等因素的偏颇认知，导致在艺术教育转型过程中出现

重技轻艺、重技轻文的现象，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传承出现意识上的

漠视，这与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说无疑存在文化承续的隐性

危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群体在其历史的发展中形成的有利于该

民族或该群体生存、繁盛的物质与精神的生活方式，如果这个方式出现了承续

断层的现象，那对这个民族来说可谓莫大的灾难。

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并非是让学生看一些历史的片子，欣赏一些中国文

人画这么简单。它具有深度路径的渐进模式，强调对传统文化进行清晰的脉络

① ［法］狄德罗：《论戏剧艺术》，载 《文艺理论译丛》，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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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注重中国艺术精神的挖掘和对传统文化独特意蕴的再释。有学者曾在其

著作中提出原典 （点）教育：“事实上就是一种回归的、反省的、出发点教育。

他倡导人们关注传统精髓，引导教师和学生回到圣人、圣哲们创造的原典中

去，使个人的心灵和心智在伟大的原创精神感召下，重新发育，重新建构人之

为人的德性、理智和激情。”① 这种回归本真的教育体系是对传统文化承续良好

的切入途径，也是构建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最为关键的思维意识出发点。

以上所倡导的本真教育在回归过程中注重与 “文化自觉”的学术理念相结

合。本真回归的出发点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精髓的追寻与获取，而 “文化自觉”

是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遵循的研究路径。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

学家费孝通所提出 “文化自觉”的理论，其核心与基本点就是引导我们理性对

待民族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清理，发觉其中对现时代中国

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另一个层面就是正

确处理不同民族文化的关系，在多民族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吸取外来文化的精

髓为我所用，同时保持自身的文化独特性。② 对于民族文化独特性的保持问题，

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与思索的重心。我们讲文化自觉，是在理念层面给我们

提出问题切入的路径，能够保证我们的研究不会出现偏离轨道的可能性，但对

于文化自觉所包含的两个层面即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民族传统文化独特性的问

题，仍需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此有学者分别提出 “生态式文化传承”与

“心灵和心智培养”的教育理念，笔者认为这对 “文化自觉”理论的具体实施

颇具研究价值。“生态式文化传承”的教育理念强调对传统文化进行清晰的脉

络梳理，在文化的继承与教育方式问题上采取多元维度与块面结合的方式，注

重中国艺术精神的挖掘和对传统文化独特意蕴的再释。“心灵和心智培养”就

是在教育最初阶段介入人的心灵与心智的培养过程，在受教育的源头通过教育

的中间环节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灵和心智。在教育充分自由与人性化的培养环境

中，通过教育的引导作用建立起学生情感教育与思维创新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使人的心灵与心智得以个性化发展，从而逐渐成为民族文化独特性良好发展的

起始点。笔者认为，“心灵与心智培养”的教育理念，可以从根本上改观目前

我国艺术教育存在的盲目性与无序性等问题，对中国艺术教育的长期健康稳定

①
②

李森：《教育的危机》，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页。
方克立：《费孝通与 “和而不同”文化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

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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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奠定了坚不可摧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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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由文化 “自知之明”到艺术教育本质的援引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 “文化自觉”的理论，其内涵就是 “生活在既定文化中

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

发展的趋势，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

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①。这是对全球化时代如何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怎样处理

自我文化发展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做出的清晰的意象指引。要实现 “文

化自觉”，一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 “自知之明”，其引申到我国艺术教育领域就

是我们在延续艺术脉络的同时，对其所属地域文化的等同传承程度的认知深

度，艺术和艺术教育缺乏所处地域土壤的养分供给必定会走向衰败甚至消失。

而对我们文化的 “自知之明”的最佳途径就是艺术教育，一方面艺术教育能够

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关注文化的发展进程及问题动向，并做出及时的警醒；另一

方面艺术教育能够以多元共生的形式为传统文化的延续提供理论基础与传承路

径，是我们对自身文化具有 “自知之明”的意识保证。艺术教育作为文化 “自

知之明”的核心切入点，对其本质的探究也是必然。对此，《教育的危机》一

书的开篇就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阐述，李森认为：“在语言所能达到的范畴之

内，许多命题，许多范畴是找不到一个恒定的本质的。教育也是一样。教育如

果能找到一个恒定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本质的 ‘提取’，将教

育过程程式化，制定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并将这种准则一劳永逸地推

广适用。然而，自古以来，教育就没有找到过这样的一个准则。”② 教育是关于

人的教育，艺术教育则是关于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所展现出的人文精神的外在意

现，其内在发展轨迹更为复杂。因此，不可能有一个真正核心的本质作为艺术

教育的中核，它是具有稳定递进性规律的事物。在李森教授的理论观点中，艺

术教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是没有具体的本质的，但是它可以具有一个预设的

本质，然后，我们在这一时期阶段通过不断努力与改进去接近这个预设的本

质，从而推动艺术教育的多元共生发展。

①
②

费孝通：《文化自觉与２１世纪中华文化发展》，《炎黄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３期，第１８页。
李森：《教育的危机》，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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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和而不同”文化观在中国艺术教育中的映现

费孝通所提出的 “文化自觉”理论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诠释，一是文化的

“自知之明”，另一个就是 “和而不同”的文化观。费孝通说：“我用 ‘和而不

同’来概括我国文化传统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也用 ‘和而不同’来展望

２１世纪的人文世界可能出现的面貌。”① “和而不同”可以说是费孝通 “文化自

觉”理论的要义和精髓。什么是 “和”与 “不同”？据 《国语·郑语》，周太

史史伯对桓公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

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② 其意

在突出多样性的重要，不相同的东西的杂合，有差异的多样性的统一乃是人与

万物得以生长繁衍的基础条件，而简单的相同是不可能生出任何新的东西，事

物需要具有差异性、多样性、多元性才能具有博大的生命力与发展的生机。

“和”是维系与协调不同族群、不同宗教文化的润滑剂，也是从个体到国家乃

至天下生存与发展的原动力。

素质教育意识的觉醒、经济的发展，使我国艺术教育培养群体迅速扩大。

在众多培养主体相似的教育模式下，一批批机械化培养成果快速成品并被推入

社会。但由于教育目标与市场严重脱节，造成成品滞留甚至无用的后果，这些

都是对我国艺术教育提出的严峻考验。因此，从中国艺术教育现状来看，我们

也同样迫切需要 “和而不同”文化观的思维指引。从根本上说，以上情况的改

观需要从两个层面同时入手。首先是教育主体明确自身的教育目标；其次就是

在教育实施过程中讲求 “和而不同”的培养理念，注重学生的个体性发展，引

导学生自我教育的实现。李森教授认为：“在教育活动中，推动自我的实现需

要有自由的环境。没有自由环境的教育，自我就被逼到狭小的空间范畴之内，

最终可能导致自我的死亡。一个人要实现自我，将个体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就

要学会有选择地接受知识，同时通过自己的智慧突破各种思维的、文化的障

碍，获得诗、思和创造的自由。”③ 艺术教育中的 “和而不同”观念，就是引

导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在相通的教育预期下，结合自身的任务与目标，有针对

性、有目的地去施教或获取知识，从而完善自身可发掘的潜在特色。

中国艺术教育的转型之路还存在诸多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意识还

①
②
③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１１卷），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２７页。
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１０页。
李森：《教育的危机》，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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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与盲目性。因此，在费孝通 “文化自觉”理论中，我们尝试

将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放入其中进行梳理与分析，在文化 “自知之明”与 “和

而不同”文化观中发现其解决问题的思维启发，积极倡导本真教育、原典

（点）教育以及对受教育主体 “心灵与心智培养”的教育新模式，从而切实可

行地引导中国艺术教育在 “文化自觉”理论的指引下，走向 “和而不同”“和

实生物”的多元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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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不仅是民族的徽号，更是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正如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指出：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指向，它将为民族的延续和国家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跌涨以及社会文明

的高度集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朵曾经瑰丽异彩的活态生命的生存环境渐

趋恶化，保护现状堪忧。基于此，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民间文

化、推进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怎样推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方式与进程，是否能够使中华炎黄子孙一代代传承延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髓，成为我们亟待思考并要着手去做的事情。基于此，许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 “保护”与 “传承”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究其根源，如何 “保护”

与 “传承”、以过程中的哪个点作为传承的切入点、“保护”与 “传承”的中

核又是什么，目前的研究现状较少涉及，由此使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陷入表

象化的虚热假象之中。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传承人的重要性，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特性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依附

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是一种 “活态”文化。① 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

审美习惯的 “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

① 郑巨欣主编：《民俗艺术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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