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蝶庵与自然思想

高端学术讲座精彩纷呈

英国著名艺术人类学

专 家 罗 伯 特 •莱 顿

（Robert Layton）

教授

中国艺术研究院

方李莉教授

将建筑设计与道家的混沌理论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阐述了建筑与天、地、人的和谐共存的关系以及如

何处理建筑与自然沟通的方法。他以梦蝶庵为例，

通过对树、风、土石、流水等各种自然元素与人的

关系的巧妙处理将建筑与自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人类学视野中的手工艺  莱顿将在山东做关于民间工艺的田野考察与墨西哥和

西非手工艺传承案例进行横向对比，对包括刺绣、

织布、年画和泥塑在内的山东民艺传承状况进行了分

析，揭示了民间工艺在当代延续发展的条件和规律。

莱顿认为，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也是民生经济的复兴，

除了可见的家族传承和经济效益外，不可见的共识也

是一个重要条件。

方莉以《论“非遗”传承与当代社会的多样性发

展——以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为例》为题，以景德

镇现当代陶瓷生产为案例，以田野考察和统计数据为

依据，揭示了传统手工艺在当代复兴的条件与前景。

美国著名设计师

本杰明•阿兰达  

家具——
建筑师的实验 

他将建筑设计的严谨性和家具设计的奇思妙想很

好地融合，分形理论和物理学微观理论的概念作

为家具设计的基本概念，致力于探究结构和系统

的精妙之处，创造性地将新材料和新形态结合到

建筑作品当中。他系统地为大家阐述了不断持续

探索新概念、新形态和新的制作工艺，并将其融

入现代家具的产品设计中。讲座中与大家分享了

其近10年对晶体结构的探索以及晶体结构在设计

中的运用，以及由此衍生的艺术表达形式。

东京艺术大学校长

宫田亮平

寻梦 宫田亮平由实例出发谈及艺术与创作的深层问

题。他通过朝日新闻的宣传画、沃尔沃汽车公司

以及松下电器的广告招贴等实例，向大家说明生

活中的艺术品与博物馆艺术品的区别，并强调了

开拓思维、勇于创新的重要性。另外还通过与各

行业名人的交流活动和幼儿园孩童的互动经历等

说明在术业有专攻之外敢于尝试、不断学习的重

要性，以及保持低姿态人生的求索精神和治学态

度。最后，他通过介绍部分自己的作品以及相关

经历，谈及设计师的责任之一是将精神重于外表

的事物进行美的传达，要避免重复设计带来的不

必要的浪费，并且不畏错误，超越期待。

著名首饰艺术家安

德鲁•道格拉斯•杨

(Andrew Douglas  

Lamb)

金微至极，乃成大观 他的作品力图体现“美源于细节”。他创作的首饰

多由细微的结构构成。经过他不断的探索实验，每

一个细微的结构都能被赋予最大的艺术表现力，创

造出无限变化的光影效果。他的大部分作品从不同

的角度看，都让人体察到不一样的变化。这些看似

“金微至极”的创作，离不开他持续不断地对自然

和日常生活的观察探求和无尽热爱。

日本著名设计师

黑川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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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动态

清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实
验教学中心接受学校一
级实验室评估复查

首届清华•苏富比“艺
术管理与投资高端研
修课程”开学

“吴冠中艺术与艺术
思想研究博士后研究
成果”报告会举行

为保证我校一级实验室的建设质量，促进实

验教学、实验技术和实验室管理工作的提高及实

验室持续稳定发展，近日清华大学对2011年通

过评估的6个一级实验室进行复查。10月14日下

午，由学校实验室与设备处组织的清华大学艺术

与设计实验教学中心一级实验室评估的专家评审

会在美术学院C417举行。实验室与设备处副处长



工艺美术系教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秘书长王建中策展首届中国当代设计陶瓷特展。展

览暨学术论坛以“设计中国”为主题，力图在设计创新，日用陶瓷设计等方面展开，就当前陶

瓷艺术设计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探讨，来自荷兰、中国香港以及全国各地的70多名陶瓷设计

师的130多件精美陶瓷创意作品展出。

学院交互媒体研究所和faceui联合主办SUMR智能产品沙龙：智能硬件的小时代——智能可

穿戴设备专场”。信息艺术设计系副教授张烈在沙龙上探讨了可穿戴设备的价值和意义，指出可穿

戴所具有两个不同寻常的重要属性，一是随身性，二是融合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沟通能力，从而

使可穿戴设备真正成为人类的第六感官的同时，有可能让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回归生活的本源。

学院服务设计研究所受邀出席2014北京国际设计周智慧城市版块，包括中华世纪坛智慧城

市创新中心的“智慧生活实验室”空间展示，“设计人本城市”的国际化作品展示，同期也举

办了四场旨在推动人人创新的“设计发声”体验工作坊活动。研究所负责人付志勇副教授受邀

在2014北京国际设计周智慧城市——《规划设计论坛》做主题演讲。

学院主办的“茶境——第二届国际茶文化交流展”在重庆开幕。展览由陶瓷系郑宁教授

策划。院长鲁晓波、副院长张敢、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宫田亮平、协办单位主要领导以及来自世



校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