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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少数民族美术是我国民族艺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艺术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建设中始终占有着十分
重要的地位，也是高等美术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门领域。
我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我国当代艺术、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少数民族原生
态艺术保护等众多领域的建设发展，其教学与科研成果也是支撑国家整体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关键性
环节。
当前，新中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已经经历了50年的发展历史，50年来，不仅为我国少数民族美术
事业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全国各民族高校美术院系和各民族地区艺术院校，都在教学实践当中积
累了宝贵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成果，从而形成了我们最为重要的办学特色。
虽然各民族院校、美术院系，在成立以来一直为发挥少数民族美术特色做着不懈的努力。
但从教学现状来看，我们所拥有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们的办学特
色还未能以体制创新的新模式体现出来。
尤其是现今，还没有完成一部系统完备、学术与教学水平一流的民族美术教育系列教材。
鉴于此，在2007年1月，由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发起，联合河北美术出版社、中国美术馆共同主办，
在北京召开了“首届民族美术教育发展论坛”，会议集中了全国各民族高校美术院系、民族地区美术
院校30多家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共同就民族美术教育的发展、民族美术教育系列教材的建设等问题展
开研讨，最终确定了全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单位联合编写、出版这套系列教材，以创举共襄盛典
。
少数民族美术学科包括三大范畴。
一是少数民族传统美术；二是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三是少数民族地区当代美术实践。
在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美术教育领域中都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本次出版的系列教材共11部，全部涵盖了上述三个学科分支，涉及少数民族主题绘画、少数民族建筑
、服饰和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各个领域。
其中有些是老教授在多年教学经验基础上的总结，有些是作者最近几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他们以直接的少数民族美术实践为引导，探索适合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多元性特征的民族艺术教育规
律，从而促进当代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和创作的繁荣。
当代民族美术教育，如何更好地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为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建设输送高级专业人才？
如何通过教育保持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可持续自我发展的特色？
这将是全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工作者一个持久面对的重大课题。
这套系列教材的出版，仅仅标志着我们为此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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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系列教材：少数民族环境艺术概论》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环境艺
术的含义及概况、少数民族民居环境艺术概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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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环境艺术作为一个新兴的艺术设计学科，其内涵随着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宽泛，呈现出动态性的
变化特征。
虽然本质上它所关注的无非是人类生活设施和空间环境的艺术，目的是为人创造出符合人体科学需要
，适应人各项活动要求，舒适宜人并承载人类一定审美及诸多精神诉求的空间环境。
但学科发展的历程使其内涵不断产生变动：虽然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而言，人类最早在按照自己的各种
需要来布置原始住屋和美化生存空间环境时就诞生出了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室内设计、陈设艺术和园林
庭院设计等现代环境艺术所囊括的内容，我们在这里所谓的环境艺术所涉及到的许多内容其实早在人
类从事住宅等建筑之始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但作为一门学科其所涉及的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实际上局限在建筑的室内空间，被称之为室内设
计。
随着学科的发展，室内设计的范畴已不能适应本专业发展的实际和需求，其设计领域已不局限于室内
空间，而是扩大到包括室外空间环境的整体设计、地区或城市环境的城市设计，成为与建筑、园林等
密切联系的综合性设计艺术。
有观点认为“在狭义的层面上，环境艺术设计面向于人工环境的主体——建筑。
现阶段的环境艺术设计，通过建筑的内外空间，以景观设计与室内设计的专业定位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
而在当代，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温室效应、臭氧空洞、酸雨、森林热带雨林肢解、野生
动植物递减灭绝、海洋污染、荒漠化、有害废弃物转弃、发展中国家地区公害云云。
种种的危机使人类把对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付诸于行动中，以指导人类的各项行为。
当代环境艺术就是以保持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为指归而产生的，那么在当代，环境
艺术的内涵就与环境生态学的理念密切相关。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前有观点对于环境艺术设计的含义又作出了如下的概括：“在广义的层面上
，环境艺术设计应理解为‘环境’的艺术设计，即以环境生态学的理念来指导艺术设计。
”（二）环境艺术设计概念变动的原因以上环境艺术设计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的历程说明了
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环境艺术设计事实上始终是一个扩展和变动中的概念。
而促使环境艺术设计概念不断扩展和变动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环境艺术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人们依据包括社会及个体在内的主体需要从事
环境艺术设计，而不是依据定义而作，因为任何定义总显得是相对的。
设计理论的包容性和设计实践的丰富性，使任何定义只能从一些时段相对主要的方面而不是所有方面
揭示出设计的本质内涵。
而不同时代的自然环境客体及社会环境中人的生活方式与包括精神状态在内的生存状态及其内在主观
需求随着时间向度的线性行进都在发生变化。
这就决定了环境艺术设计概念的不断扩展和变动。
第二，科技的不断发展使环境艺术及环境艺术设计的内涵始终呈现出扩展和变动。
当代的网络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非物质设计”的概念，生成了前所未有的网络环境，使环境
艺术在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上存在；非物质环境已经成为E时代新新人类的重要生存环境，非物质
环境本质上其实是人类在对自身空间向度限定的克服过程中获得了更多时间向度上的自由度，使时间
、空间、客体、主体之间关系展现出一种崭新的存在方式及可能性，从而使主观参与时空复合作用的
机会、方式和效用发生了巨大改变，也就获得了许多往昔难以想象的可能。
这是一个有待从环境艺术设计学科的角度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而崭新领域。
总之，可以确认的是科技的发展使环境艺术及环境艺术设计的内涵始终呈现出扩展和变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少数民族环境艺术概论>>

编辑推荐

《少数民族环境艺术概论》：国家“211工程”·中央民族大学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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