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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美、切合的材料加上美丽适宜的色彩，构成了工艺美术品外观美的基础。材料是体现工艺美的物质条

件，历来受到工艺美术家的重视。有的根雕艺术家为了找到合适的树根，会不辞辛劳地去刨土、挖掘，足见对这个“物质条

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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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品的种类纷繁，可制作工艺品的原材料也极丰富，我们应

怎样去鉴赏一I：艺品的材料美呢?

l、认识、鉴别材料的个性美是鉴赏材料美的基本出发点

对工艺品艺术价值的品评是不以材料论贵贱的。名贵罕见的

钻石、贱若敝屣的树根、细如纱线的发丝都町用来制作工艺品。灯

革、布片、泥土、纸张在工艺师眼里都能成为宝贝。我困用皮毛边角

料制作的各类毛绒小动物已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好评。在贵贱不一

的材料中，晶茕的玉石、曝实的青铜、质朴的泥土、充满活力的羽毛

以及富有轻柔美的灯草、柔韧美的竹子、庄重美的木头、纯净美的象

牙等等，都因表现着不同材料的不同个性特征而具有美的本质。当

材料的个性特征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时，这件工艺品的材料就会被

认为足美的。如当今受到群众喜爱的丝绒I田j挂屏，就是充分运用丝

绒质地柔、厚、亮的立体效果而创造出来的，这种画借助于材料本身

的美感，作为厅堂与家庭房间装饰都显得格外高雅脱俗。

2、对材料加工巧做的工艺水平发挥的程度直接反映了材料美

展现的水平

作为一个艺术品种，工艺美术是通过视觉形象，通过对一定物

质材料的艺术加工、制作而完成的物质产品。这个艺术加工过程直

接影响着材料美的发挥。为此，有造诣的工艺师小仅讲究“因材施

艺”的技巧，而且具有“得心应手”的匠心。有一块鼋约37公斤的羊

脂白玉料，曾被北京玉器厂珍藏了近20年。1982年才根据著名设

计师蔚长海和茁寿水设计的具有中困民间传统特色的龙风呈祥图

案，雕琢成《花熏》，并于1985年国庆期间展出。它是由艺人在整块

玉石中，用高超技艺一层层挖旋出来的，分盖、主体、底座三部分，各

部位上又雕有连环装饰及龙风图案，充分展现了材料的整体感，端

庄丰满，浑然天成。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人量珍贵的汉代文物中，

有一件素纱禅农，制作这件衣的材料“素纱”，薄如蝉翼，轻如浮云，

衣长160厘米，袖通长195厘米，重量只有48克。这样轻而薄的素

纱织物，突出地反映了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缫纺蚕丝的高水平。正

是这种高超的上艺水平，使素纱禅农的材料具有无与伦比的美，表

现了中华民族先祖们杰：lj的智慧和才能，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综

上所述，材料美是创造工艺美的物质基础，认识、鉴别材料并做到合

理使用材料则是创造工艺美的前提。我们应通过材料个性特征是

否得到准确表现和工艺手段在材料加工过程中是台充分施展，来鉴

赏材料美发挥的水平，提高我们对工艺美术品的鉴赏能力。如果说

材料是制作工艺品的“血肉”，那色彩就是上艺品的“皮肤”了。j卜如

人的皮肤是最外露的机体一样，工艺品的色彩则是整个作品中最能

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最敏感的部分。为此，色彩美就是整个工

艺美中最具直观效果的一种美了。多品种多门类的工艺品颜色的

丰富多彩表现得令人目眩心醉，是极具审美价值的。作为审美客体

的色彩是客观存在，但以怎样的色彩为荚却是极具丰观情调的。怎

样使审美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获得对工艺品色彩美的准确的审美

把握呢?我们认为，应根据具体的工艺品制作、形成的过程，就其材

料、质地、装饰手段。工艺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去品鉴工艺美术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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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美。一般说来，工艺美术的色彩美呈现“自然真切”、“古朴典雅”、

“艳丽多姿”与“明净和谐”几种类型。自然真切。众所周知，许多工

艺品足由天然材料加工而成，制作过程中小加任何人工着色I列素，

这就使这些作晶保留自然的本色，并通过加工使这种天然色泽表现

得尽善尽美而独具“自然真切”的魅力。人们珍爱的J三器足J：艺品

中体现自然色洋美的“骄子”。不论是翠玉耳环还是白玉手镯，不论

是碧玉屏风还是翡翠花插，都以其天然色泽的加工再现而风姿绰

约。如《玛瑙虾盘》与《玛瑙龙箍》这一对玛瑙雕珍品，在创作过程

中，设计师土仲元遵循美学原则，“凶材施艺”，充分利用和发挥了玛

瑙的天然色泽。以“龙盘”为例，它的高沿利用天然黑色雕成，盘底

的白色冰纹被雕成层层翻滚的浪花，而在浪花的中心即姑底部，工

艺师巧妙地运用天然蓝色花纹雕成了一条小纹龙，龙翻浪滚，自然

奇巧至极。又如在民间工艺中，北京“葡萄常”采用家传的染霜工

艺，那挂霜的葡萄使人望而生滓，足见其“自然真切”的感人力量。

与前者不同的是，“葡萄常”是通过工艺手段创造天然色，而“龙盘”

则是通过工艺手段使天然色得到尽善尽美的发挥。古朴典雅。工

艺品中有一些产品接近出土文物的色泽，在同类色彩中偏暗偏深，

如仿古陶瓷制品、金属工艺品中的铜制品等，常因其古色占香的韵

味而受到欢迎。这种色调风格的形成大致有两方面原冈：一是出土

文物带来的影响，仿古工艺应运而生；二是由于过去多使用矿物、植

物颜料(化工颜料的大萤使用是近世纪的事)。天然色彩给工艺品

带来了朴实典雅的风格，如留传至今以蓝靛作染料的贵州蜡染的色

彩风格就属这种情况。始于光绪初年，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

“南阳烙画”，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色调的古朴典雅。这种画是用特制

的烙笔，在木板上烙绘各种形象。画面留下烙后出现的茶褐色，古

朴清雅，美观大方。如张继绥创作的《瑞鹤图》就是一幅以茶褐色为

基调，运用色调的深、浅、明、暗变化构成的生动画面。占朴美是工

艺美术品特有的艺术风格。出土文物中的工艺珍品那斑驳的铜锈

与褪色的花纹是历史的烙印，是文物审美价值的标志，应倍加爱护。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个土财主把占文物器皿擦得锃亮的故事，这个想

以此来炫耀其财富的土财丰，恰好干丫损坏自己财物的蠢事。艳丽

多姿。据《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一书介绍，单就釉色而言，明清期间

就有鲜红、霁红、宝石红、豇豆红、霁蓝、宝石蓝、孔雀绿、浇黄、鱼子

黄、鳝鱼黄、茄皮紫等。再加上“戗金”、“炙金”、“描金”、“抹金”、“抹

银”等技术方法的创新，色彩就更艳丽多姿了。工艺品的这种色彩

风格，能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审美情趣以及小同环境、场所对色彩的

不同要求，反映了工艺品以其外在的形式所烘托的气氛、情调可以

影响、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思想的功能。花丝镶嵌的工艺品以其艳丽

眩同的色泽和光彩而著称于世。人们传说这样一句关于美的格言：

凡是美的都足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凡是和谐和比例合度的就是真

的：凡是既美丽而又真的在效果上是愉快与和善的。困此和谐美普

遍地存在于一切艺术领域，工艺美术也小例外。明净和谐的色调虽

没有金银的高贵，也没有宝石的耀眼，但能以其纯净、安宁的特色而

令人心旷神怡。我国唐代名窑“越窑”产品就具有这(下转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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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matlab进行仿真得到系统单位阶跃响应如图4。可以看到，

由于相位裕量较大，系统的超调比较小。

结束语：

本文设计的数字控制Boost电路可

以完成斜率补偿以及双环系统的控制与

补偿，控制效果优于模拟芯片控制的峰值

电流双环结构，可以与平均电流控制效果

等同，证明了数字控制系统的优良性能。

说明数字控制在高频开关电源控制领域也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前

景。

【参考文献】
【I】高金源，夏洁计算机控制系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王建辉，顾树生自动控制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陈立军，杜责平，张波，沈忠铿考虑数字控制的开关电源系统仿真【J】

通信电源技术，Dec 25，2005．

(上接第65页)权，既是教师的权利，也是教师的义务；(2)学生的权

利义务也是高度统一的。学生在享有广泛权利的同时，也应当依法

履行自身的义务。比如，学生一方面有参加学校安排的教育教学活

动的权利，另一方面负有努力学习、完成规定学习任务的义务，冈而

对于学生来讲，学习既是他们的重要权利，也足其应尽的义务：(3)

教师和学生的权利、义务之间关系相辅相成、相吒转化，在很多方面

存在高度一致性，表现为同一个整体。具体实例如：学生有尊敬师

长的义务，与此相对应，教师有受学生尊重的权利。

3、法律架构下师生关系新探

由于教育教学的主体是有丰富个性的人，教育教学活动层次内

容的多样化，教育教学活动时时处处充满着“意外”。这些“意外”的

发生和处理密切的关系到师牛双方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如何提高

师生在教育教学活动巾的法律意识，在遇到意外情况发生时，能自

觉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师生双方的权益呢?

3．1加强教师教育法律知识培训课程，并注意课程培训与实际

相结合。针对教师法律意识普遍薄弱的现状，加强教师教育法律知

识培训课程则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不结合实际教育教学活动

案例，而仅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授，则教育的效果可能达不到理想目

标。因此，对在职教师或即将加入教师职业行列的人员进行法律知

识培训课程时，要注重与实际相结合。可以考虑在教育法律知识培

训课程的编写过程中加入经典案例。让教师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

身临其境，从而更利于在实际中的应用。

3．2在学校中分别建立教师与学生心理辅导中心。在当今应试

教育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学业的压力下以及身心成长中

所遇到的困境中处于心理的亚健康状态，广大的学校也已经意识到

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心理辅导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在各类型学校中建

立起来。但是，教师的心理问题却很少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教

师作为有血有肉的实体，从事着特殊的工作，要面对无形知识的更

新，教师业绩的评估压力，处理与诸多不同个性特征的学生关系的

压．力，个人生活方面的压力等，在重重压力之下，要想保持平和的心

态投入教育教学上作之中并非易事，一旦这种压力找不到出口，与

之朝夕相处的学生有町能就在无意识的状态卜．成了教师不健康情

绪的宣泄对象。因此建市教师心理辅导中心，为教师提供科学合理

的心理发泄场所，将有助于维护教师与学生的心理健康，预防由于

师生心理问题引起的师生关系紧张及其他不良后果。

3．3加强对学牛家长的教育法律的宣传，使得家长更加懂法、知

法，并使其参与到对教师依法进行教育教学活动与否的监督体制中

来。具体实施措施如：向家长发放教育法律法规宣传材料，使得家

长更加懂法、知法；定期召开学生家长参加的教育教学活动观摩会，

亲自体验和评价教师教育教学行为；设置家长投诉信箱，对教师的

师德风纪问题进行投诉等。

师生之问的法律关系虽然小能完全涵盖师生关系的全部，但作

为衡量师生关系正常健康与否的基本尺度，我们应该在法律的制衡

下使师生关系呈现一种健康、积极、和谐的局面，从而实现教育教学

环境的生态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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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8页)特殊文化或地域差异性文化，在不同民族、国家或地

域之特殊道德文化谱系之I’日J展开对话和讨论”，才能摒弃个人本位

和狭隘的社会本位，以期逐步实现核心价值以人类基奉的生存和发

展为旨的价值诉求，真正从一种类的视域，从人类共同的牛活要素、

情感要素出发去追寻核心的道德价值，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走

向共产主义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1】潘玉腾，现代思想道德教育要发展人主体性[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2．1．

[2】蒋凯，跨越知识与道德的鸿沟一一关于大学培养目标的思考[J】．现代

大学教育，2003．3．

[3】刘铁芳，走向交往对话的道德教育【J】滴等教育研究，2003．6．

(上接第59页)质。特色校园文化的形成与作用的发挥，最根本的

是人的问题，要实现兵团高校校园文化精神品位的提高，必须加强

文化素质教育，因此，必须要有一支稳定的师资队伍，并且要采用诸

如艺术培训、艺术讲座等一定的形式来满足学生的文化需求，让学

生在专业求知的过程中一直有高雅文化来伴随他们的学习和成长，

使他们进入社会之后，能更加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为兵团事业

的发展作出更丈贡献。

3．6兵团高校应充分利用校园网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建立好素

质教育红色网站、各类艺术辅导网站、以及学生工作网站，充分利用

网络具有的创新性、快捷性特点，以及BBS对师生的吸引力，正确

引导，使校同网真正成为学校获取师生信息的通道、学生开阔视野

的良师、沟通师生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尹瑜华詹健，办大学就是要办出一个氛围来一一华中科技大学校

园文化建设实践与探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2．1．

[2】杜玉波，凝炼办学理念弘扬大学精神【J】．科学中国人，2004．3．

(上接第50页)种特点。如《越窑四系壶》，这壶通身旱淡青色，在光

的照射下，产生一种乳白的效果，纯洁可爱。古人曾用“九秋风露越

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赞美越窑瓷的美色。又如我国瓷器

工艺高度发展的宋代，名窑众多，釉色成就很高。拿汝窑瓷来说，其

釉色近于雨过天晴，釉汁莹厚滋润，烧造的粉青色釉瓷尤为匀净美

观。色彩和谐明净的工艺品还很多，牙雕可谓“首届一指”。因为象

牙质地细腻白净，通过高超的技艺雕刻成艺术品之后，通体白净无

瑕，容不得染上一丁点儿尘滓。面对这样明净和谐的艺术品，一种

心灵净化的感受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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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走过了一个有着深刻变化而又纷繁复杂的世纪，造物设计经过在科学与技术两方面的拓展利流变，设计实践范同、技术材料、理论触角有了全面多

样的拓展。20世纪末，我国处于一个社会的转型的时期，各种思潮的此起彼伏不断影响利改变着人们造物观念，在艺术设计的价值判断与取向多样与混

沌的状态下，中国的造物艺术义同剑了对“Design”本质探索，义同剑了实用与审美的统一的原点。二十世纪的造物艺术从Design出发又回到了

Design的基本原理。在结论中笔者对二十世纪中国造物艺术的特质作了总结与评述，强调了历史发展连续的重要性，尝试提出了20世纪图案学的发展轨

迹是一个“技术与观念逐层推进历史过程”的设计艺术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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