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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韩风的》

内容概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韩风的硕士之路》所选了博士生和硕士生都是中国当代重点美术院校
众多学子中的佼佼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套丛书在诸多专业中仅选取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
四个绘画造型专业以及环境艺术、装潢（视觉传达）、工艺美术（纤维艺术）三个美术设计专业的研
究生作品出版。他们的作品中，既有本科阶段的基础绘画习作，也有研究生阶段的作品及研究论文。
读者可以全方位地领略不同艺术个性的绘画作品和不同方向的研究成果。书中的画作、理论及求学经
历也为那些正在学业上孜孜以求的本专科学子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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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韩风的》

作者简介

宫六朝：1952年生于河北文安，1976年毕业河北工艺美术学校，1977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本科
！现为著名美术教育家、河北美协会员，河北省师范大学美术系基础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现为河北
美协会员，河北省水彩、水粉画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基础教研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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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韩风的》

书籍目录

一、导师的话二、我的艺术历程  1.儿时的故事  2.启蒙老师—我的父亲  3.少年求学  4.考学  5.文化课复
习三、大学生活  1.诗一般的大一  2.忙碌的大二  3.迷茫的大三  4.丰收的大四四、研究生学习五、结束
语六、由平面与空间的关系产生的思考  1.序  2.平面与空间的关系  3.在由平面实体构成的有限空间中，
空间通过平面得以表现，平面是表现空间的实体  4.平面实体决定了它所限定的有限空间的形态，平面
实体的变化往往导致空间的变化  5.简短的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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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韩风的》

章节摘录

书摘    1．儿时的故事  童年，似乎只有和美术相关那部分记得清楚些，约略记得——    接触美术完全
是受到家父的影响。父亲虽然是个普通工人，但画画却是有一定功底的，在厂里小有名气。儿时常听
母亲说是由于“文革”的原因才耽误了父亲考取美院、上大学的机会，心里一直为父亲感到惋惜。    
近朱者赤，也许真的是继承到父亲的美术基因，我天生就注定与美术为伴。“处女作”的产生实属偶
然——三岁左右，正值过年，姥姥家院里有几个哥哥在放鞭炮，不懂世故的我为之吸引，不禁用铅笔
在窗边的墙上乱画了起来，寥寥几笔，朴实得很，却有模有样，仔细分辨竟是窗外放炮的场景。自此
孩童的我便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父母如同发现了金矿一般欣喜，开始倾尽全力培养我学习美术五
岁时便进市少年宫学儿童画，奔波于各类美术比赛之间，获了不少奖项：舌来也正是凭着这一技之长
考上了长春最好的小学，“歪打正着”地得了个省榜眼．上了所谓的“特长班”，也自然就开始被别
人称为“特长生”，我是讨厌这个称呼的。因为叫你特长生时，他们更想揭示的是你其它方面的“特
短”。    不知为什么，似乎在大家眼中，特长生总是和学习不灵的那类人联系在一起，记得吉林艺术
学院的任传文老师曾讲过一个令所有美术同行痛心的笑话：曾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来找任老师拜师学
画，委屈地说道：“我这孩子实在是不行了，笨得要死，啥也学不好，还是让他来跟您学画画吧”最
终，这位仁兄竞连这最后的生路也没能学成，这也是想当然的，要是真学了，又没学成，那后果就更
不堪设想了吧!    既忙专业又忙学习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长春上中学要按片儿分，就是根据白口昕
在区域决定学生的就读学校：我家紧邻的十中是出了名的垃圾中学，即使在整个年级排第一也不一定
能考上一类高中，这是父母一直担心的：文化课要命的同时，“美术热”当时正风行，一时间，画画
成了香饽饽，千军万马来过这条独木桥。美术是个功夫活，随着美术比赛、各类活动的增多，我的时
间和精力也变得宝贵了起来，然而对于一个还很贪玩的孩子来说，没有游戏的童年是可悲的，那时的
我便徘徊于这般枯燥无味之间，当然现在看来是充实和值得的，这是乐观的想法，就像高处看蚂蚁搬
家一样，对于方向，它们是要走完才能知晓的。    小学四年级，学校组织我们第一次来北京，参加美
术比赛，好像是世界儿童地面粉笔画大赛，在石景山游乐园举办的，我拿了个奖，高兴得很。眼前的
这个大城市对于孩子来说，充满了神秘，长城、故宫、颐和园⋯⋯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外面的世界，
长了不少见识。之后两里，我又代表学校来了三次北京。    与今天许多被父母强迫学习特长的孩子不
同，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从内心为之着迷。我沉迷于创作过程中那种浪漫、
自由的感觉，憧憬着那种长发飘飘、身披风衣、无拘无束地穿梭在山水间的浪子形象，虽然之后却也
真的去那样模仿过，可却丝毫没有想象之中那般潇洒，反倒觉得幼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也许是对的，但儿时的努力却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作为交换的就是童年的游戏。学习和画画已经占
去了我百分之九十的日常生活时间，没空去游乐园，没有玩游戏机⋯⋯平心而论，总觉得有些可怜。
那时的心思倾注于画画，课堂上也没少溜号，画些卡通什么的，接触美术多了，连作文也逃不出这个
圈子，语文老师都对我文章中擅用美术家的言行做例子的老套路有所掌握，以至于一看便知哪篇是出
自我的手笔，也许这就是我作文总是三十五分的根本原因。    今天，我可以坦白地说，学音乐实属被
逼无奈。小学五年级时，市里兴起了管乐风，为了多一项特长，为考重点中学增加一份筹码，父母毅
然决定送我去学习管乐，考虑到小号是管乐队的“班长”，于是就买了一把号，胡乱地吹了起来。凭
着我骨子中的那种韧劲，很快就入了门，一学就是两年。而这期间我依然明白什么才是我的理想和将
来，所以无论学音乐多忙，始终未曾放松对美术的追求。两年后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长春市最好的中
学，成为了校管乐队的一名小号手，上的还是特长班，自己依旧被别人称为“特长生”。这次与音乐
的意外接触，使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和完整，随着与音乐融合的加深，我也渐渐喜爱上了这门艺术，为
学会一首高难度的曲子而兴奋，为完成一次成功的演出而自豪，之后更深刻地体味到音乐与美术这两
门博大的艺术间，有着某种难以言明的联系，无形之中增加了自己的艺术修养。这些无疑对我尔后的
绘画是有很大帮助的，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绘画，有的则更为直接地出现于我的作品之上。    所
以我总会劝别人，学吧，无论是什么，学了也许就有用。    (3)冲刺阶段    自会考成绩公布开始，我的
心思就彻底转移到专业上来了。此时，经过仔细的权衡，父母将我报考的目标也转移到了另一所大学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许是由于父亲是从事装饰设计行业的原因，设计似乎更实用，也更适合我
的家庭，我必须要感谢父母替我做的决定，这影响着我的一生。    1996年的年初，我们全家再次踏上
了征程。与第一次不同的是，目标已经从中央美院转移到了中央工艺，而且这次考前复习更加紧凑。
一月去的，四月就要正式考试了。到北京的当天，父亲就带我去报了中央工艺的考前班。教室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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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韩风的》

日报社。与美院相比。这里的人更多，画画的风格差别很大，相同的是仍然有不少的高手。新的动力
又来了。令我吃惊的是，班里竟有一半以上是往届考生，大部分考了两三年，有位大哥竟然坚持考了
七年，画的自然不必说，称得上是教科书的水平了，之所以考不上应该是文化课惹的祸吧。在这样的
一个班里，我只剩下学习的鲱JL了，每天依旧坚持四张作业的“魔鬼训练”。    那一段我们一家土口
住在北新桥的一个朋友家里，条件很艰苦，平房，没有暖气，得烧蜂窝煤取暖，屋里全是烟味；没有
电视，当时房东的一台老式收音机就成了家里与外界沟通的惟一方式了，那阶段歌曲排行榜上的歌，
我倒背如流，至今每每一听到这些老歌，都感到格外的温馨，那段考前生活仍能浮现于眼前。每天一
早七点起床，吃过早饭。便拿上工具。骑着单车急匆匆地去班上抢地儿。因为前排的位置离模特近一
点儿，画起来更方便，观察起来更清楚，细节也就更好刻画，所以大家都抢前面的座位；到了下午换
模特时直接和其他组的前排同学互换，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所以一旦早上坐在后排，一天也就没戏了
。中午饭，我一般是和几个“道友”一起去吃盒饭或包子馄饨，称之为“道友”是因为平时大家一起
画画，中午一起吃饭，踢会儿球，学与玩相结合嘛!模特休息时大家互相摆动作，练些速写。每天放学
后回家我就把当天的作品贴在墙上，与之前的作品作一下对比，这种方法使前后作品的优缺点暴露无
遗，很有效。    北京的这段考前学习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没有这次磨练，也许我只能做个井底之
蛙，难有今天的作为。也许是受母亲好强个性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竞争，六岁就开始独自挤公共汽
车上学，正是这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荡劲，锻炼了我从不服输的韧性和适应能力，对手越强我的
干劲就越足。来考前班之前，我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来适应中央工艺的绘画风格，对症下药，做到
知己知彼。考前班的课程安排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更有趣的是，大学报到以后竟然发现，我们班同学
中有三分之一是来自这个考前班，聊起这段往事时，大家仍然感慨万千，成为我们永远的话题。     ⋯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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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一、导师的话    在人生的经历中，学生时代应该是一段值得永生记忆的美好日子。作为中国的学
生，小学和中学阶段由于升学考试指挥棒的作用，在家长与学校的双重压力下，这个年龄段本应享受
的愉快生活，早就远离我们儿时的幸福记忆⋯⋯  在单调繁杂课业负担的重压下，奉应存在于每个人
的那么一点创造性，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荡然无存。素质教育成为停留于纸面的官样文章，教育者与
被教育者都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状态。    相对而言，进入大学的学生都已成人，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
本人，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石头落地。如释重负，轻松感悠然而至。尽管前面的路依然艰辛
，但高等教育毕竟是另外一种状态。被家长和老师“管制”的催促感在进入大学后，被学生学习的自
主性和教师教学指导性昕释然。于是，能够适应这种转变的入，很快就能将自身所具备的创造潜质充
分发挥。即便是学业上梢有懈怠，但放松的心境也会使自身的情操在校园那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得到陶
冶，从而升华为体现人生价值的资本。    如果说大学本科阶段的教学，还是教师占主导地位的以教为
主，那么研究生阶段则转化为以学生为主导地位的以学为主。到了博土研究生阶段，研究的都是具有
理论指导意义的学术前沿课题，这个时候教师只能扮演帮衬的角色。纵观一个人受教育的历程，我们
不难发现这是知识渐进积累和自我情智开发的过程，在这里方法的教育重干技能的教育。如果一个人
不能最终在学习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教育的转化，那么即使完成博士学业，也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社会价
值的书呆子。    我们应当承认人的能力差别，包括体能。智力、美感。我们也应当承认社会工作职务
的差别，包括脑力与体力、价值与酬劳等。每一种职业的存在都是社会的需要，也许某些职业有违干
社会认可的伦理道德，但所有从业者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在自己的工作中尽职，个体价值就成为社会
价值。尽管实现的社会价值有高低之分，但如果个体的人在某项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相应的能力
并体味到愉悦，那么个体价值也就能够得到完全的体现。因此，找到自己合适的社会定位并不是一件
十分容易的事，关键的问题是要适合于自己。    韩风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悟性较高的那种类型。可以说
他较早地实现了自我教育的转化，教这样的学生不会感觉到“累”，反而要时时提醒我自己，不要以
主观的意志，泯灭了可能出现的创新意念。    韩凤在我的感觉中，又是一个相对传统的学生。也就是
说他很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不像现今的某些年轻入那样轻任而浮躁，眼高手低，大事做不来小事又
不愿意做。交给他做的工作最让人放心。    当然，勤奋是所有优秀学生的共同特点。韩风自然也不例
外，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它所完成的课业量和工作量部是同级学生的数倍。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成绩的取得当然也就顺理成章。    感谢出版社能有这样一个选题，以此为我们艺术设计教
育的教学双方，提供如此鲜活的教育素材。我的女儿今年刚刚考上大学，看了韩凤的自述感触颇深，
相信这样一本书能够受到社会的欢迎。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  郑曙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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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在校学习阶段的同学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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