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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民族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少数民族艺术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传统艺术的承扬
和当代艺术创作中都展现出独具特色的风采。对民族美术的传承与发扬是美术院校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以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为首的民族院校更是肩负着弘扬少数民族艺术的历史使命。自1959年中央
民族大学始建美术专业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与之共同经历了50年的发展，回顾这半世
纪以来的风雨历程、曲折艰难，成果却更加喜人，更以一种朝气蓬勃的发展态势在新时期阔步前进。
美术院校的作用，一是传道授业，为社会输送高等美术专业人才；二是潜心科研与创作实践，参与美
术事业的发展。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在这两方面的贡献都可谓成绩斐然，并突出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独树一帜。在教学上，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迄今已培养出数以千计的包括绘画、设计、美术学各
专业方向的少数民族高等美术专业人才，他们活跃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创作方面，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汇聚了一批在国内颇有影响的艺术家和青
年才俊，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科研探索和创作实践，为繁荣我国少数民族美术
创作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这部学术文库中选人的几位专业教师的艺术理论研究文集，从一个侧面
清晰地记录了我院教学科研发展的脉络，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我院师资队伍的科研实力，也可以看做是
我们对50年优秀成果总结的另一种汇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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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钟志金民族艺术创作与传承研究文集》内容简介：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我
国当代艺术、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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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美术创作中曾经流行的“
少数民族热”现象，对中国现代美术创作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投射到60年中国美术教育的整体发展
中，少数民族美术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体系，是高等美术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分支。如
何办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如何发展这一学科?仍然是摆在我们全体同仁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正
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根植于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沃土，几代同仁奋
进在民族美术教育的阵线上，不懈地耕耘。现今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少数民族区域和区域经济的
发展，以及国家对民族地区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都将激发我们在中国少数民族美术教育和中国少数民
族美术创作的艺术实践中作出新的拓展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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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志金，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美术学院服装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
术学会漆画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理事，中国流行色协会理事。多年来一直投身
于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创作与教学。有多部专著出版，有多篇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有多幅创作
作品在各类全国性画展上多次获奖，其中三次获得“金牌奖”。指导学生创作的作品多次在全国性赛
事中获得金、银、铜等奖项。他创作的《畲族新娘》等多幅作品被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美
术家协会、香港中华总商会以及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艺术团体、收藏家收藏。部分作品收录
于《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漆画》等国内外出版的多种集册中。曾受到北京市政府召开的“首届文学艺
术工作者表彰大会”的表彰，被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授予“民族杰出美术家”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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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少数民族先民美术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少数民族题材美术的创作成果丰富多彩的少数
民族题材美术漆画：美丽的中国民族艺术奇葩中国美术的民族百花  ——记“首届《民族百花》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重访藏族牧区的体悟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故乡的女子在多
元一体文化背景下传统民族服饰的演进民族服饰文化的基本特征少数民族服饰的造型特点民族文化元
素与时尚服装设计服装设计实践中的民族文化与专业素质修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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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出土了人首蛇身的陶器盖。在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神、神人或英雄大抵都是人首蛇
身，如女娲、伏羲、开天辟地的盘古都是人首蛇身。而他们面目的奇异怪诞，则反映了一个我们所未
知的精神世界。由此，它也赋予了作品一种正统的严肃感、一种高深莫测难以捉摸的恐惧感，以及一
个具有魔力般的神秘世界，从而使人们产生崇拜和幻想的宗教情绪，并把人们带人那已冥冥逝去的远
古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遐想之中。远古少数民族先民的狩猎者怀着对人的生死、对自然不解之谜
的敬畏和希冀心理，把与他们生存密切相关的形象在崖壁上完美地投射并表现出来，展示了人类在蛮
荒年代神秘、稚拙而壮丽的历史画卷。用当今的科学观点方法来推测考证，离我们极为遥远的远古时
代少数民族先民的生活交往、文化交流、通信与社会活动都是通过原始的方式来实现的，.那时地球之
大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地球上不论东、西、南、北，也不分黑、白、棕、黄人种的远古人类
，他们在岩画上用的主要元素——简单的技术、色彩、某些主题、符号性的表意文字图形以及组合方
式，逻辑性、艺术观念和艺术行为的动力等关系的差别都不大。例如无论是北方的内蒙古阴山岩画，
甘肃嘉峪关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西藏的那曲、日松区任姆栋岩画，新疆博尔塔拉古代岩画，宁夏大
麦地岩画，还是广西花山崖画，都带有与以下相关的“杯状形”、“同心圆”、“抽象线性符号”、
“人物或上举双臂”、“屈蹲双腿”“蛙式的蹲形”等图形的特点，而且在原始彩陶甚至环太平洋地
区的原始艺术品中都出现过这些形象，表明远古人类在更大的区域范围曾有过相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因而才有如此相近的艺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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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有句名言：“一个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最终会沦为被奴役的民族。”任何
一个国家或民族，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经济实力外，都要在文学与历史、艺术与哲学等方面
有突出的成就，进而构成一个文化上的世界形象。我国有56个民族，有着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绚丽多姿
的多民族文化艺术，身为艺术领域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提升我国多民族文化艺
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我们责无旁贷。促进中华各民族宝贵的文化艺术在当今世界文化艺术之林中的
发展和发扬，不光是对我国历史和民族文化艺术的延续，也是为世界文化艺术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和努力。20世纪50年代，笔者还是一个初知世事的学童，亲历了民族风情浓郁的乡村生活，到了70年
代在大学期间的“开门办学”，以及后来的在油画、漆画等创作和艺术理论、艺术实践教学历程中，
笔者对我国各民族文化源流的博物馆，民族地区的地貌风情做过专门考察研究、采风写生；20世纪80
年代以来笔者又时有应邀到美国、法国等国家办画展、讲学、短期学习与学术交流，以及艺术考察等
活动；在国外小住期间也曾体察过许多异国民族风情，走访考察过诸多博物馆、世界文化艺术、时尚
源地的都城，对中外文化艺术有了全貌的认识。从纵向观察中西文化发展的脉络，从横向比较中西现
代文化艺术的现状与潮流、趋向，从在起源、传播方面与环境关系形成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文化综合角
度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地理，在人类文明创造史上的资历是最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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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钟志金民族艺术创作与传承研究文集》：中国少数民族美术教育50年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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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如果不考试，可能没人看，全是官话，没有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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