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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文中华，时间绵延，昔日辉煌，今朝灿烂。
中华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嬗变、积淀得无比丰富，尽管良莠杂陈，但世世代代渗透于中华民族的社会
生活中，影响着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
一个民族真正的传统文化精华，在于从传统美术所开拓的纯真的美和以后数千年来在民间艺术中所体
现和流传下来的东西。
只要我们善于分筛，就能区别出哪些是精华，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当今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
国内许多高等院校在设计教育的办学理念、教学模式、学科建设、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以及人才培养
等方面，不断作出努力，加强了改革创新的力度。
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艺术设计课程建设的需要，为推进素质教育作出贡献。
本书力求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讲述中国传统民间美术的科学观念、基本造型特征和分类，以及民间
美术的历史流传与人文艺术特色，探求民间美术的本质和美学特征，培养和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民间
美术的认识、鉴别和审美能力，为相关课程的学习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书力求从三个层面进行讲述：一是赏析，包括传统美术起源、生存基础、造型特征。
其中造型特征着重介绍传统民间木版年画、剪纸、刺绣、面具、玩具、铜器、蜡染、服饰等。
二是借鉴与吸收，在设计创作过程中体现传统性，将传统民间美术独特的文化内涵、美学特征、图案
造型，作为一种文化的营养，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头脑；三是体现二次创作，使传统文化的基因在设计
者的设计思维方式上得到全面体现，并融入艺术设计之中，进而达到一种自由的、出神入化的境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统美术赏析>>

内容概要

　　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力求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讲述中国传统美术的基本造型特征和分类，以及
民间传统文化的历史流传与人文艺术特色，探寻民间美术的本质和美学特征，培养和提高学生对中国
传统优秀文化艺术的认识、鉴别和审美能力，从而为研究传统美术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书具有以下两个特色。
一是欣赏性，从传统美术起源、生存基础、造型特征、图案纹样等方面进行研究讲解；二是体现二次
创作，传统元素在现代设计中不仅应得到体现与继承，还应与现代设计理念及方法相结合，使之不断
发展。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艺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工业设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的师生，也适合
从事传统美术研究的相关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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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现代设计从传统美术设计发展而来，但又不是传统美术设计简单的重复和翻版。
对于传统设计既要有所继承又要有所剔除，并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赋予其全新的设计理念、功
能与形式，使之适应和符合现代审美设计的需要。
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在设计理念上要改变。
传统设计以图案为中心，以装饰为目的，忽视实用，缺少构造考虑。
其次在题材内容上，传统设计中那些宣扬封建迷信、宗教理论的内容应予以摒弃，而对那些富有吉祥
含义、歌颂美好生活的内容则应予以保留和继承。
此外，传统设计在图案造型、构图组织、色彩运用和手法技巧等方面所形成的完善而丰富的表现形式
、创作风格等，也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继承和发展。
 第一节民族传统元素的收集整理 一、走进传统 通过参观与实地考察，我们在具体环境中直接面对事
物，可以获得直观、真实、强烈的感受，加深对传统美术的认识。
我们应该有目的和有计划地进行实地实物的考察并认真做好记录。
国内的如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博物馆都有通史文物陈列展览，展出全国或地区有代
表性的文物及工艺美术品，具有系统性和典型性的特点。
另外，我们还可以对一些历史名胜古迹和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考察。
如到北京故宫去体验明清皇家建筑、工艺品及其装饰图案的气势与辉煌，到苏州欣赏江南古典园林建
筑的韵味，到山西平遥古城感受民居装饰图案的古朴，到陕西的凤翔捕捉民间美术的率真，在贵州的
安顺欣赏少数民族蜡染图案的清晰，或到国外去领略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巴特农神庙等异国风采。
 二、阅读与观摩相关资料 1.专题的阅读 中国传统元素反映了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图案、商周的青铜器造
型，直到明清的吉祥图案的漫长发展过程，还包括各少数民族图案的特点等。
通过阅读，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些传统美术类型的总体风格特点。
即设计注重意境的表达，图案风格也追求意象性的特点；其次要了解这些传统美术系统中各个民族或
地域图案之间的差异、联系及其影响作用等。
 通过专题的阅读与观摩，可以较为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某一特定图案的题材内容、表现形式、风格特点
、工艺材料、器物造型，以及图案与历史、社会、文化、宗教和其他工艺图案的相互关系，还有图案
的时代美学特色等，为其后的记录临摹以及应用设计打下理论方面的基础，从而使我们对传统元素的
了解与掌握有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但是传统图案比较特殊，它属于造型艺术，是具有形象特征的艺术形式。
因此，我们在观摩过程中必须做好记录与临摹。
这不但可以加深对传统图案的认知，同时也可以为以后的应用设计收集材料，做好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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