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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年来，艺术学科的建设，特别是艺术专业基础理论教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刚刚审核通过的第九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中，终于第一次有了艺术学一级
学科，而我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很荣幸地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权单位。
这不仅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科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全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学科建设也必将
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艺术教育和艺术科研领域来说，有了艺术学一级学科固然可喜可贺，但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审核通过了九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中，至今才有了“第一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
位，而且还是“唯一”的，这本身就反映出艺术学科发展的现状及其在我国人文科学中所处的位置。
严峻的事实表明，比起其他许多人文科学来说，艺术学科建设和艺术理论教育落后了。
　　这里所说的落后，主要是指艺术基础理论教育和艺术学综合研究而言。
我国古代艺术教育的特点是师徒相传，自清末民初以来，新型的艺术教育突破了师徒相传的教育模式
，逐渐走向了专业化和规范化，有了专门的艺术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艺术教育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艺术教育事业发展很快，音乐、美术、戏剧、戏曲、
舞蹈、电影等专业艺术院校相继建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艺术人才，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艺术事业
的发展。
但长期以来，我们的艺术院校的教育存在重视技巧而轻视理论、重视技术素质而轻视人文素质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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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云南民族艺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
这里的主流文化，是指人们通常认为的中原文化。
    中原文化作为强势文化，有着明显区别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
作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原文化作为世界文明的发源之一，绵延数千年，无论是文化的结构，还
是文化的传统，有着极为坚实的体系，在业已形成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而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基本都在中原文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发展。
当然，中原文化在上述的文化背景下，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在进入的初始阶段并不强大。
相对根深蒂固的少数民族文化而言，其定位也是非主流文化。
也就是说，当先进文化进入非主流文化体系中的时候，如果自身影响力不够强大的话，相对这些文化
而言，它也是一个弱势文化。
当然，云南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着宏观文化体系的结构和内容。
但它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主干。
所以，也不可能成为广义文化中的主流文化。
可以这样说，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上没有对中原文化产生过太大的影响。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贯穿整个封建时期，中原文化与云南民族文化之间，有着缓慢、时断时续
的联系。
当我们审视文化源流的时候，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文化根基并不相同。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勃兴，这个时期的学术成果支撑起中原文化的大厦。
随着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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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海涛，1992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美术理论专业，学士学位。
　　1996年，与李靖寰教授合作，完成国家"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云南少数民族美术概论》课题。
　　2000年，完成云南省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课题《云南民族艺术学》美术部分的写作，为该部
分的负责人和执笔。
　　2000年，论文《中学美术欣赏课程的思考与实践》获昆明市一等奖，云南省一等奖。
同年，该文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音乐、美术优秀论文评选三等奖。
　　2002年，调入云南艺术学院。
　　2004年，完成课题《云南少数民族美术断代若干问题研究》（获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资助）。
出版《云南民族美术学》教材。
　　目前正在编写一本10余万字的关于外国美术史的书，已定初稿待出版发行。
　　曾获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和云南艺术学院青年教师教学大奖赛的二、三等奖和荣誉奖。
　　评论文章、学术论文数十篇，散见于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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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云南少数民族绘画的　　形态和特征　　绘画，是通过一定的物质材料，运用相应的技
法和造型手段，在平面之上表现对象。
同时传递作者特定的主观意识和审美理念的造型艺术。
　　绘画作为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经历了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
美术是否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同时出现，至今还停留在理论层面进行争论。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包括绘画在内的各种美术形式，在人类具备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
的同时，就处于一个萌芽阶段。
甚至有专家认为，在原始工具出现的同时，相对于当时那个阶段的造型艺术就出现了①。
当然，距今数万年前的冰河时期，考古发现了许多精美的美术作品。
它们精美的程度超过许多人的想像：有洞穴壁画、岩画以及刻画在动物骨骼上的图像。
　　今天我们对绘画门类的划分，有以下几种方式②：　　从用的材料和表现技法来划分，绘画大致
分为：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版画、素描等等。
其中，版画可以分为：木刻、铜版画、石版画、丝漏版画等。
　　从表现的对象（即绘画的题材）来分，绘画可以分为：人物画、风景画、静物画、动物画等等。
其中，人物画又可以分成：肖像画、风俗画、历史画、宗教画、战争画、仕女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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