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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学术论坛征文启事

2013-09-17 14:26:00   来源：艺术中国 2013-09-12 

   

  “再生产——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学术论坛”将于2014年3月22日—24日在江苏南通“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举办。本论坛由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南通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和南通国有置业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办，并由中国装饰杂志社提供学术和媒体支持。 

  2013年6月—2014年3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江苏南通“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相继举办金工、漆艺、陶艺、玻璃、纤维五

个系列的工艺美术大展和一次高端学术研讨。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坛拟以“再-生产”为主题，从“工艺美术与

社会生产”这一特殊视角，重新梳理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借鉴世界各国优秀经验，探索工艺美术向创意生产力转化

的当代路径。 

  传统的工艺美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正面临创造性的转变。工艺美术能否获得新生，能否成为当代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承载

者，是新世纪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本论坛拟邀集学界、业界精英，在南通“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这一富于历史意义的地

点，接续由张謇开启的重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话题，就中国工艺美术在当代何去何从展开热烈研讨。 

  为此，“1895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系列大展暨学术论坛”评审委员会，特向社会各界征集与此主题相关的论文。入围论文将刊

发在本论坛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获奖论文将颁发奖金和证书，获大奖作者将应邀参会，其论文或会议发言将在《装饰》发

表。 

  我们邀请学界、业界朋友，尤其是相关专业的高校青年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积极参与本次征文活动，并协助我们广为传

布本消息。 

  金工·漆艺·陶艺·玻璃·纤维 

  1895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系列大展暨学术论坛  

  江苏南通 2013年6月—2014年3月 

  再生产——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学术论坛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南通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南通国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学术支持：中国装饰杂志社 

  会议时间：2014年3月22日—24日 



  会议地点：南通·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 

  论文奖项：  

  1、论坛学术大奖 3篇 

  最佳观点视角奖 奖金1万元 

  最佳历史考据奖 奖金1万元 

  最佳实践案例奖 奖金1万元 

  2、论坛优秀论文奖 10篇 

  3、论坛入围论文 20篇 

  论文提交：  

  1、论文应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公开发表 

  2、论文控制在4000—8000字左右，在选题范围内自拟标题，提供摘要和关键词 

  3、论文用word软件排版，在结尾处注明作者姓名、电话、工作单位、通信地址和电子邮箱等信息，以便及时沟通并寄送论

文集 

  4、论文提交邮箱：tsinghuacraft@gmail.com 

  5、论文截稿日期：2014年1月31日 

  6、论文入选通知：2014年2月28日前 

   

  论文选题说明 

   

  在国家发展战略转型的历史时期，工艺美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正面临着自己的新生与转变，面临着当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

建设，以及社会经济与民生诉求、传承与创新等诸多来自实践和理论前沿的问题与挑战。为此，本论坛拟邀学界、业界和政府部

门的精英人士，在南通“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这一富于历史意义的地点，接续由张謇开启的民族工商业之路，就如何振兴和发

展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积极而富有实效地回应时代课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讨。 

  工艺美术，作为一种传统的造物形式，创造了世界古代文明的辉煌。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商贸活动中，形

成了中华物质文明在世界文明圈中不可替代的地位。1895年，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唐闸镇创办大生纱厂、造纸厂、油脂厂、面粉

厂、冶厂等民族工业实体，标志着我国传统工艺制造向现代工业生产转变的一个节点。此后百余年来，工艺美术盛衰起伏，曲折

向前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历了不同的体制，呈现出不同的面目，既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有值得反省的教训。 

  工业化以来，工艺美术逐渐游离于社会核心生产部门之外，这一显著的后果既造成了工艺美术在形态和风格上的变化，也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艺美术与日常生活的疏离。然而，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生产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观念的深入人心，古老的工艺美术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一方面，传统工艺美术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和生活理想，对当代生活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以工艺美术大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代表的世界级和国家级保护项目，以及民间自发兴起的



“设计下乡”和当代民艺和手工艺运动，正是这一价值观的折射；另一方面，在一些活跃的设计师和企业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

传统工艺美术开始以不同形式和路径向创意生产力转化，逐渐成为当代创意生产的一个重要来源。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分散式的

作坊生产制度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批量化、机械化大生产的有益补充，这恰好契合了工艺美术的内在发展需求，成为工艺

美术回归主流社会生产的契机。 

  本论坛拟以“再-生产”为主题，从“工艺美术与社会生产”这一特殊视角，重新梳理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借

鉴世界各国优秀经验，探索工艺美术向创意生产力转化的当代路径。如何从社会生产的视角看待古代工艺美术发展，如何看待工

艺美术生产在近现代经历的种种体制变迁和际遇，传统工艺美术如何转化为拥有全产业链的当代创意品牌，以上诸多问题构成了

本次研讨的出发点。 

  我们期待各位专家从“工艺美术与社会生产”这一独特视角出发，结合各自的专业知识或专业实践背景，围绕以下话题展开

深入研讨，论域不限古今中外： 

  1、工艺美术与社会生产 

  2、工艺美术与创意研发 

  3、工艺美术与人才培养 

  4、工艺美术与文化振兴 

  围绕上述话题，我们向社会各界征集论文，建议选题包括但不限于： 

  1、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生产和贸易状况 

  2、生产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3、工艺美术传承与人才培养 

  4、当代工艺美术创作与展览、收藏 

  5、中国当代工艺美术产业调查 

  6、当代工艺美术与创意品牌（中外优秀实践案例） 

  7、作坊制与手工生产在当代社会生产中的意义 

  8、工艺美术与全球化生产 

  9、工艺美术与产业转型 

  10、工艺美术与社会转型 

  11、工艺美术与生活方式更新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学术论坛会务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承办） 

  会务组负责人：陈岸瑛 chenanying@gmail.com 

  会务组工作人员：徐达艳 傅艺明 王家欢 张靓 闫顺雅 

  邮箱：tsinghuacraft@gmail.com 



责任编辑：钟永新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办公室（B303） 100084 

  电话：010-62798820 010-62798819 系秘：张靓 闫顺雅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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