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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地方高校设计专业的

湖南民间美术科研转化浅析 !

王沈策!刘瑶!胡慧
"湖南科技大学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湖南 湘潭 3!!#$!$

摘5要!湖南民间美术绚丽多彩!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在湖南省科研体系资助下!培育出大量优秀的科研成果!但

是向教学转化研究较少# 在分析湖南民间美术科研成果教学转化现状的基础之上!探索在地方高校设计专业教育教学

的转化形式# 并以湖南民间美术资源内核层面"扩展层面和多元融合层面三个构成特点为基础!首先归纳湖南民间美术

科研体系"科研成果特点!其次提出基于设计专业需求层次化的转化策略!最后从艺术审美"文化寓意"技艺匠心精神提

出具体的转化路径# 研究对民间美术科研资源向设计专业教学转化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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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民间美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蕴含中华民族民间智慧&!'

% 在习近平总书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指引下#

#$!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强调在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研究的同

时#也应重视高校教育对实施过程的关键作用%

湖南民间美术具有地域色彩#并与湖湘文化息息

相关% 本文以湖南民间美术科研成果在地方高校

设计专业教学转化为目标#对转化策略与路径进

行探索#以期为地域性民间美术科研成果在设计

专业的教学转化提供参考%

!5 湖南民间美术在地方高校设计专业的

转化现状

将湖南民间美术导入专业教学#不仅让传统

尘封的民间瑰宝在当代彰显其艺术价值#也将大

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通过激励学生思考和摸

索的主观能动性#感悟湖南民间美术#拓宽传承(

创新路径% 因此#众多学者对湖南民间美术与设

计专业教育教学进行研究% 从湖南民间美术资源

整合的角度#陈雪苗研究了湖南传统民间美术在

艺术设计专业的传承意义#分析传承历史和现状#

提出了适合专业发展的传承路径&#'

.鲁宁通过设

计教学实践探索湖南传统民间美术在包装设计中

的应用路径&*'

% 从湖南民间美术细分的角度#将

其划分为苗族民间美术(土家族民间美术和梅山

民间美术等% 此类研究以杨智(陈(毛攀云等为

代表#分享了湖南梅山地区的民间美术与艺术设

计专业转型发展路径(机制等方面的经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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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王平(谷利民(龚龙煜等提出了基于地方高校

设计教育的传承与保护策略&"'

% 由此可见#从设

计专业视角#湖南民间美术具有极高的当代价值#

但现有文献缺乏宏观整体性研究#特别是湖南民

间美术科研在设计专业的教学转化#是亟待完善

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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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计专业视角下湖南民间美术资源构

成特点

依据 !%2#年国务院颁布的,民间美术保护条

例-#民间美术被定义为*有着百年以上的悠久历

史#世代相传的精湛技艺#采用纯天然原材料制造

并拥有完整流畅的工艺制造过程#同时具有鲜明

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享誉国内外的手工艺品

种和技艺+% 湖南民间美术的主要形式有绘画(雕

塑(刺绣染织(服饰(家具器皿(戏具(纸扎灯纸和

编织等&2'

% 作为一种平民艺术#其流传与发展也

始终与各地民族风情#人文习惯相糅合#具有民

族(民俗和生活化的特点%

湖南民间美术源于社会#体现世间百态#并与

湖湘文化(湖湘艺术紧密关联% 因此#从设计专业

视角分析#湖南民间美术资源具有内核层面(扩展

层面和多元融合层面三个部分% "!$内核层面%

从狭义湖南民间美术概念出发#对湖南民间美术

的形式与内涵进行发掘#面向深度(底蕴和厚度方

向探索#致力于从民间美术发展动因挖掘其内在

属性#并对保护形式(传承创新进行探讨#秉承原

生理念% "#$扩展层面% 面向湖南民间美术在现

代社会背景下的转变与发展意义#致力于向外扩

展(拓宽应用空间#以湖南民间美术具体美学思

想(造型形式和工艺技法为依托#基于社会需求(

文化建设等进行现代视角的转化#形成面向设计

应用(工艺应用及美学艺术普世化% "*$多元融

合层面% 湖南民间艺术形式呈现交叉融合的特

点#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体育(民俗民风具有

相互交叉性% 因此#以湖南民间美术为核心#与其

他艺术形式(民间(民俗进行关联研究#从多元层

面进行融合探索% 如湘西苗族多种艺术之间具有

极强的关联#特别是湘西苗族剪纸艺术在创作题

材方面可以反映民间歌舞(民间戏曲和民间故事

等#并与湘西苗族服饰(银饰和建筑营造联系

紧密%

*5面向设计专业的湖南民间美术科研

分析

*)!5湖南民间美术科研体系

#$!,年 2 月 !$ 日#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快文化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强调湖南

地方院校在构建文化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性#将构

建湖南文化创新体系作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社会全面进步的强大引擎#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提供重要支撑% 湖南民间美术是湖湘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强省的引领下#省内对民

间美术科研资助力度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科研资

助大致分为三类!"!$对地方高校(科研院所的资

助% 通过纵向科研课题#以研究对象和问题解决

为主#此类资助包含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

员会课题(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省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和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等% 如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 年度

立项课题*民间美术视域下湘西苗族剪纸艺术在

地方高校设计学类专业的教育(传承(创新发展研

究+*湖南皮影艺术在地方高校动画专业中的传

承与创新研究+等% "#$对湖南民间美术非物质

属性研究% 这些方面主要面向传承与保护#偏向

于民间美术史实的收集(整理(分类和再现等#并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形式#以地方性博

物馆(展览馆为载体进行传播% 如湘西非物质文

化遗产馆#设有土家古风"土家族厅$(苗乡原韵

"苗族厅$和品味湘西 "体验厅$等五个部分%

"*$通过重大工程项目对湖南民间美术进行推

广#针对湖南民间美术的社会价值和应用空间#通

过旅游工程项目(文化创意产业化项目#进行全

面(高端和深化应用% 如湖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项目#支持从现代视角对民间美术进行产

业化%

*)#5湖南民间美术科研成果

湖南民间美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复杂性与多

样性#总体上形成了这样几种学术格局!"!$民间

美术丰富的文化内涵研究% 探讨了民间美术的历

史文化内涵(图腾信仰文化内涵(生殖崇拜内涵(

伦理文化内涵(生态文化内涵等% 如王健荣教授

对湖南民间美术资源的历史源流(分类构成和现

实价值进行探讨&,

4

!$'

% "#$民间美术纹样研究%

体现在具体民间美术纹样的收集与整理方面% 如

左汉中主编的,湖南民间美术全集- ,湖湘剪纸-

等著作#从历史渊源(文化生态环境(分类与应用(

艺术风格等角度#收集了大量的纹样资料."*$民

间美术的装饰性特征研究% 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文

化渊源#装饰性是湖南民间美术的主要特性之一#

在当代具有审美意义% 如龙湘平在,湘西民族工

艺文化-一书中对湘西民居建筑(苗族服饰(土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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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锦(苗族刺绣(印染(湘西苗族剪纸等工艺进行

了实地调研% "3$民间美术的应用研究% 在文化

创意产业的带动下#湖南民间美术成为地域文化

发掘的重要宝库#主要针对湖南民间美术进行文

化创意设计途径探索#在包装设计(平面设计(室

内设计(动漫形象设计(旅游纪念品设计和书籍装

帧设计等方面进行应用性研究%

35面向设计专业层次化需求的湖南民间

美术科研成果转化策略

湖南是高等教育大省#特别在设计专业教育

方面#拥有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设计学博士授

予权#也包含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专科特色的

职业教育% 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条件#湖南

民间美术与地方高校教育结合具有良好的基础条

件#发展空间广阔% 如吉首大学地处湘西地区#近

年来对湘西苗族民间美术进行了探入挖掘&!!'

%

因此#针对不同学历的设计专业学生#科研成果转

化具有层次化特点% 基于以上#文中提出实践应

用层面和理论深度层面的转化策略% 第一#面向

需求领域宽口径的实践应用层面% 地方高校培养

的学生主要服务于湖南省地方企业(事业单位#为

湖南民间美术提供丰富的传承与保护土壤% 此类

以地方市场(地域产业需求为导向#面向湖南民间

美术的造型(审美和装饰的应用性% 第二#面向研

究需求的理论创新层面% 设计学具有完整的本

科(硕士(博士教育体系#因此#从学生继续教育角

度考虑#体现湖南民间美术的研究深度% 以理论

创新为主#将湖南民间美术的文化内涵(美学思想

和技艺精神进行理论创新转化% 众所周知#湖南

民间美术科研的群体主要是地方高校(院所#从基

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到综合性研究等方面#在人

才优势(平台优势(团队优势等方面无可比拟% 由

此#在保持基础研究的同时#亦可对其进行深入探

索(广泛发掘和应用创新&!#'

% 从设计专业层次化

需求角度#地方高校设计专业对湖南民间美术科

研成果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5湖南民间美术在地方高校设计专业教

学转化路径

+)!5艺术形式的教学转化

湖南民间美术在色彩(造型(材料质感等方面

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 因此#从满足消费者需求

的角度#对其进行教学转化% "!$湖南民间美术

色彩的教学转化% 湖南民间美术色彩绚丽浪漫#

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祈愿的内心世界和乐

观向上的浪漫主义精神% 在色彩搭配上既有古朴

素雅(安定协调的色彩搭配#也有色彩对比强烈(

装饰性强的艺术美感% 可以在色彩构成(色彩设

计过程中进行转化应用% "#$湖南民间美术造型

的教学转化% 湖南民间美术器物(建筑(服饰和用

品造型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形成包含纹样(纹饰(

符号等造型形式#具有丰富的造型语言#是传达内

涵信息的重要载体% 特别是从丰富现代设计专业

文化内涵的角度#提升造型的艺术美学#转化可以

从立体构成(空间设计和造型设计等方面开展%

如图 !所示#对湖南民间美术进行造型艺术提炼#

并应用于轻轨列车造型设计#也是湖湘文化内涵

与形式的相结合的方式% "*$湖南民间美术材料

质感的教学转化% 湖南民间美术常见的材料包含

织物(竹木(漆器(银器和陶瓷器等#或者通过不同

材料的组合形成质感% 通过视觉体现质感艺术#

亦可从触感角度出发#在设计过程中通过消费者

触感的体验#表达质感艺术% 此类可以从模型制

作(材质搭配设计实施%

图 !5湖南民间美术造型艺术提炼与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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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寓意的教学转化

由于交通条件限制#湖南民间美术长期处于封

闭式发展状态#产生和演变呈现出明显的原发性与

地域性特点#形成相对古朴(原始的艺术面貌&!*'

%

丰富的民俗内涵和强烈的地域特色#受到学术界的

关注和公众的喜爱% 因此#文化寓意的教学转化#

一方面将湖南民间美术的文化寓意进行符号化提

炼和归纳#通过简单明确的构成关系传达文化的内

在特点#形成文化寓意的视觉形式% 设计专业的特

点在于通过视觉(触觉(听觉和空间构成形式传达

美学内涵#体现湖南民间美术文化寓意转化的重要

意义% 因此#从艺术构成特点中提炼符号形式#形

成现代设计语言#对教学应用和理论深入具有现实

作用#也是匹配当代消费者需求的手段之一% 如图

#所示案例#从现代主义简洁角度进行湖南民间美

术符号提炼#成果可以广泛应用于现代设计% 另一

方面#对湖南民间美术中的故事(情景的提炼#以历

史渊源(民俗风情的方式传达文化的内涵本质% 从

连续和动态的角度#将具有情节和叙事性的民间美

术形式进行结合#即可扩展理论深度#亦可形成转

化的高度和宽度%

图 #5湖南民间美术符号提炼

+)*5技艺匠心精神的教学转化

湖南民间美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众

多独特的技艺#民间美术艺人对技艺的不断改良(

完善(创新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3'

% 如在织物中

常用的挑(绣(染(织等工艺"见图 *$#作品精致秀

丽#匠心独具% 在剪纸当中常用的凿(锉(剪工艺#

湖南民间的竹(木(石雕刻工艺#遍及三湘% 这些

技艺为瑰丽的民间美术遗产增光添彩% 在强调地

方高校设计专业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背景下#可

以进行以下转化% "!$湖南民间美术技艺形式的

转化% 结合地方高校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行实验(

实践教学% 特别是在文化创意设计领域#产品技

艺精华是吸引消费者关注的主要特色#同时对设

计专业学生在动手能力(创新能力起到促进作用%

"#$对工艺精神的学习和刻画#通过非物质载体

形式传达深厚的精神内涵% 将传承人引进校园宣

讲#对传承历程(历史和求索精神现身说法#让学

生近距离感受匠心精神境界% 从传承精神的角

度#对其设计(构思(制作过程进行转化% "*$对

技艺技法的转化% 湖南民间美术主要以亲族间手

把手教导(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技艺技法作

为核心技术具有神秘色彩% 随着时代的发展#逐

渐呈现于世人面前% 因此#通过技艺技法的转化#

将湖南民间美术精华传导至设计教学之中#在提

高设计教学质量的同时#提升学生对湖南民间美

术的技艺匠心精神的认识%

图 *5织物作品

"5结语

湖南民间美术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湖南省科研体系的资助下#产生了丰富的科研

成果% 湖南民间美术科研资源在地方高校设计专

业教学转化过程中#既要面向设计专业教学的特

点#也要考虑学生在未来发展的层次化需求#形成

全面的转化策略#规划清晰的转化路径% 具体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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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过程中#从专业教学(公共课程教学(实验教学(

实践教学等方面#对湖南民间美术的艺术审美(文

化寓意(技艺匠心精神进行全面探索% 研究对民

间美术科研资源向设计专业教学转化具有参考意

义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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