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筹建与使命（1949—1956）

20 世纪上半叶的工艺美术教育与实践，为新中国工艺美术

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随着国家政

治经济建设的发展，工艺美术高等教育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国

家对工艺美术人才的迫切需求，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筹建背

景。一批早年就想通过实用美术救国的有识之士，志同道合，成

为学院的创建者。1952 年，根据政府有关决策和全国高校院系

调整的要求，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实用美术系以及清华大学营

建系部分教师并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此后四年间开展了

全国工艺美术调查、举办展览、出版教材、培养师资等一系列创

办学院的筹备工作。

2502-清华时间简史.indd   12502-清华时间简史.indd   1 2021-12-23   09:59:142021-12-23   09:59:14



清华时间简史：美术学院2

一、20世纪上半叶工艺美术教育及其代表人物

中国工艺美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千百年

来，传统工艺行业传授技艺的基本形式一直延续着师傅带徒

弟、父母传子女的“艺徒制”。这种传承形式为我国工艺美术

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开始废

科举，兴学堂，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提倡科学教育，寻求

教育救国的出路。有识之士陆续创办设有美术专业的讲习所、

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并开设手工课、工艺课和图案课。这

些新科目成为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学校教育的萌芽。

1902 年，李瑞清在南京创建了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并于

1905 年率先设立图画手工科，课程设置有中国画、用器画、

手工、实用美术等。

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拟订了新教育宗

旨，把“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

主义”列为国民教育五项宗旨。1917 年，蔡元培提出“以美

育代宗教”的社会理想与文化主张。他的美育救国思想，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方向与历程中，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工艺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

1917 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采纳蔡元培等人的意

见，筹划建立国立美术学校。1918 年 4 月 15 日，我国历史上

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中央美术学院的前

身）在北京成立。学校最初只办中专部，设绘画和图案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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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筹建与使命（1949—1956） 3

1919 年，教育部批准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升级为高等美术学校，

本科设中国画、西洋画和图案三系。1922 年，更名为国立北

京美术专门学校。

1927 年，蔡元培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积极推行

“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在全国开展艺术运动。大学院下设

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林风眠任主任委员。11 月，该会建议

在长江流域设立艺术学院，并得到大学院批准。1928 年 3 月

26 日，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在杭州成立，林

风眠任第一任院长，本科设中国画、西画、雕塑和图案四系。

学院的办学目的是团结全国的艺术家，一方面从事美育的理

论宣传和艺术创作，一方面培养青年艺术人才，把全国的艺

术运动开展下去，达到以美育影响社会的最终目的。

1938 年，因抗战入川的李有行、沈福文、雷圭元、庞薰

琹等在成都创办“中华工艺社”，表达通过发展实用艺术以

振兴中华之意。1939 年，四川省立成都高级工艺职业学校

（1941 年更名为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1942 年更名为四川

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的前身）在成都成立，李

有行任校长，雷圭元任教务主任，庞薰琹任实用美术系主任，

这是民国时期最早设立的独立的、多专业的工艺、设计学校。

20 世纪上半叶，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浙江工业学校、上

海美术专科学校、武昌艺术专科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前身）、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广州美术学院前身）

等，也曾设图案课或染织、商业美术、陶瓷等工艺美术专业。

雷圭元、陈之佛、庞薰琹、李有行、邓白、沈福文等老

一辈工艺美术教育家，都曾在这些院校求学或曾担任教学 

工作。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20 世纪初，一批有志青年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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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热情和教育理想，面向世界，奋发进取，力图发展我国

的现代工艺美术。庞薰琹、李有行、雷圭元、郑可等先后留

学法国，焦自严、黄怀英、陈之佛、祝大年、沈福文等留学

日本，张光宇、陈叔亮、张仃、叶浅予、丁聪、吴劳等在国

内从事商业美术、漫画、装饰艺术创作，关注民间美术与工

艺美术设计，他们从不同的着重点学习工艺美术。这批青年

志士有相当一部分殊途同归，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创 

建者。

庞薰琹是从现代绘画走向工艺美术的。1925 年，19 岁

的庞薰琹赴巴黎留学，参观了国际装饰艺术博览会。他认识

到“原来美术不只是画几幅画，生活中无处不需要美”。他以

一个画家的眼光，感性、综合地接受了工业革命之后现代设

计的成果，决定报考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却因中国

人的身份而被拒收。国格与人格的侮辱，使他决定献身祖国

的工艺美术事业，要办一所中国自己的高等装饰艺术学院。

1946 年，他在抗战胜利后回上海途中与教育家陶行知长谈

工艺美术办学思想，他想要“创造一所学校，培养一批具有

理想，能劳动，能设计，能制作，能创造一些美好东西的人

才……要成立研究所，研究我国的传统工艺，研究各国工艺

的情况，以及进行有关的理论研究工作和自己印刷一些著作

和刊物”。1 这个“半工半读学校”的办学思想是全面的、超前

的，它深受欧洲现代设计思想的影响，又与陶行知的生活教

育理论不谋而合，被庞薰琹自称为“乌托邦”。这次谈话的设

想，日后成为庞薰琹创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思想基础。

雷圭元一生致力于图案的教育和研究。应该说明的是，

1　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88年，第258页。

2502-清华时间简史.indd   42502-清华时间简史.indd   4 2021-12-23   09:59:142021-12-23   09: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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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期的“图案”概念有着以 Design（设计）为主要内

容的广阔含义。1923 年，他考取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图案科，

1927 年，毕业留校任教。1928 年，任教于杭州的国立艺术院

（后改为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29 年，雷圭元自费留学

法国巴黎，热衷于当地传统工艺——漆艺和蜡染，从法国传

统工艺中看到工艺的美和文化意义。1939 年，他在四川省立

成都高级工艺职业学校任教务主任和图案教授，进行图案分

科教学。1946 年，赴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简称杭州艺专）

任实用美术系主任。1947 年，雷圭元的《新图案学》被中华

民国教育部评为唯一的“部定大学用书”。他在《新图案学》

中指出，“图案事业，是文明社会新兴事业之一种。它是产生

于近代生活方式，达到美——快乐、和善——适用的要求的

具体表现。”1 他的理想是：作为近代应用艺术和应用科学结合

1　雷圭元：《新图案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08页。

庞薰琹：《工艺美术集》，1941年设计，

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

雷圭元：《新图案学》，商务印书馆，

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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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案艺术，必将提高人生和审美伦理的价值，成为与文明

进步合二为一的神圣事业。这决定了他在以后的图案教学和

研究中，始终坚持工艺美术对生活的改善和对人的教化作用。

张光宇是自学成才的装饰艺术家，一生涉猎舞台美术、

漫画、插图、书籍装帧、装饰绘画、壁画、动画、广告设计、

家具设计、字体设计等众多领域。早年曾在上海以演新戏闻

名的京剧戏院“新舞台”学画布景，并对京剧的人物形象、

脸谱、服饰、唱腔、功架等艺术处理发生兴趣。他融合江南

民间艺术特色，借鉴由鲁迅介绍到中国的墨西哥壁画与苏俄

和德国版画，形成“至性在真”和“装饰得无可装饰便是拙”

的装饰艺术观，立志做“新时代的民间艺人”。他的装饰不是

纯形式，而是结合情感表达和强化自然的艺术手段。20 世纪

30—60 年代，他作为《时代漫画》的主创人员，创作了《紫

石街之春》（装饰画）、《龙女》（壁画）、《民间情歌》（插画）、

《西游漫记》（漫画）、《大闹天宫》（动画）等一批名作。他的

装饰艺术思想、创作风格及美学趣味对学院的教学、创作、

张光宇：《西游漫记》，1945年 陈叔亮：《窗花——民间剪纸艺术》，

高原书店，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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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叔亮擅长中国画、版画、书法，是从事革命文艺工作

多年的美术家和领导者。1930—1931 年，他就读于上海美术

专科学校，后在家乡浙江黄岩等地任教于中小学。1938 年到

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半年，后到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木刻

创作员、漫画班研究员、美术系教员，创作并发表了大量木

刻和漫画作品。1942 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期间，

创作了近千幅反映延安军民生活的速写作品，其速写集《西

行漫画》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并题签、题词。1943 年，在

陕北三边地区（定边、靖边、安边）采风，撰写国内第一部

剪纸艺术专著《窗花——民间剪纸艺术》（1947 年，高原书店

出版）。1946 年，到中共山东滨海地委任滨海画报社社长。新

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

文艺处任职。1950 年，著作《新美术运动及其他》由上海商

务印书馆出版。1951 年，调任中央文化部，先后任艺术局美

术处处长、艺术教育司处长、副司长。

他先后出席第一次、第二次中华全国

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中

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

张仃是综合艺术与设计的艺术家，

艺术生涯跨越漫画、装饰绘画、壁

画、展示设计、动画电影、邮票设计、

中国画、工艺美术教育等诸多领域。

1932 年，他考入私立北平美术专科学

校中国画系，并开始创作针砭时弊的

漫画。20 世纪 30 年代，他深受张光

宇等时代图书公司艺术家群体的影响，
1951 年，莱比锡国际博览会的中国馆展

台背景，右坐者为总设计师张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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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等地从事漫画创作，

形成富有民族民间风格和

现代意识的装饰艺术。1938

年到延安后在鲁迅艺术学院

任教的同时，从事解放区许

多著名会议和展览的装饰艺

术设计。1946 年，在哈尔

滨主编《东北画报》《农民

画刊》。新中国成立后，他

主持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先后参与全国政协会徽、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等一系列重大设计。

张仃强调从学习民族民间艺术和提倡新的装饰艺术观出发，

发展工艺美术教育。

1930 年，郑可进入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雕塑，并

在巴黎国立装饰艺术学院学习家具设计、染织、陶瓷、金属

工艺等。他在留学法国前，先在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上学，

受过金工、木工等技术训练。20 世纪 30 年代曾两度赴德国

参观包豪斯的展览，比较推崇包豪斯思想，毕生关注艺术与

技术的结合。1934 年学成归国后，被聘为广东省立勷勤大学

（并入今华南理工大学）等校教授；主要从事雕塑及实用美术

创作，曾于广州、香港、柳州等地开设综合性个人工作室，

并创办、经营多家工商业美术设计公司、工厂。1951 年，他

在香港变卖企业后，携家眷及工人、机器迁往北京，任教于

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

20 世纪 30 年代初，祝大年分别在国立杭州艺专和国立北

平艺专学习绘画与雕塑。1935 年，受蔡元培推荐赴日学习陶

瓷艺术，深受日本传统复兴派陶艺家富本宪吉、北大路鲁山

郑可：《桂林光复纪念碑》（局部），20世纪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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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影响。20 世纪 40 年代，他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陶瓷

坯釉研究和日用瓷、建筑瓷的试验及生产，投身于民族工业

的复兴，形成了独特的装饰艺术思想和创作风格。1950 年，

应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之邀，赴北京任中央轻工业部高级工

程师，负责全国陶瓷行业工作。1952 年，任教于中央美术学

院实用美术系。1952—1953 年，设计新中国庆典用瓷“建国

瓷”：青花斗彩缠枝花牡丹纹中餐具和青花西餐具。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吴劳先后就读苏州美专高中部、国

立杭州艺专雕塑系。1938 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

习。1939 年，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任教。

1943 年，调回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美术组，

进行展览设计和美术创作。1945 年，回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

美术系任教，从事年画的创新工作。1949 年初，随人民解放

军进驻北平，在军管会华北大学美术工作

队工作，随后负责华北大学美术供应社

（后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为国内

外大型展览、会议、广告、纪念章等进行

设计。1956—1957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主

持展览设计专修班，从编写教材到授课实

践，培养了数十位新中国第一代展览艺术

设计人才，并于 1958 年出版新中国第一本

展览设计专著《展览艺术设计》，对展览

设计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
吴劳：《展览艺术设计》，人民美术出

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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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经济建设对工艺美术的需求

1949 年 7 月 2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

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吴劳（平津代表第

一团）、张仃（东北代表团）、陈叔亮（华东代表团）等出席

大会。大会确立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文艺

方针。中共中央在发给大会的贺电中说：“我们中国是处在经

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

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

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

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

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

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

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

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1 配合经济建设工作，

成为文艺工作的重要内容。

由于工艺美术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经济建设对工艺美术的需求十分迫切，尤其在争取扩大

出口换外汇方面，传统工艺美术具有优势。1951 年 6 月，全

国合作社联合会举行第一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

明确了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的方针，即“走向社会主义方向，

发展的道路由个体到集体，由手工到半机械化而机械化，由

1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

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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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筹建与使命（1949—1956） 11

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11953 年 1 月，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工艺美术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全国工艺美术的从业人员、年产值和出口换汇值逐年递增。

1952 年换汇 900 万美元，1956 年就增加到 2800 万美元，四年

时间涨了三倍多。工艺美术生产的发展对工艺美术教育提出

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工艺美术高等教育及重要的 

工艺美术设计

新中国成立前后，工艺美术高等教育开始得到重视与发

展。1949 年 9 月，华北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与北平国立艺术

专科学校合并，同年 6 月成立的华北大学美术供应社亦并入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隶属于学校领导，由吴劳负责。11

月 2 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更名

为国立美术学院。1950 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国

立美术学院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并于 4 月 1 日举行成立典

礼。学制定为三年，设绘画、雕塑、图案、陶瓷四科。叶麟

趾任陶瓷科主任，叶浅予任图案科主任。同年，图案科、陶

瓷科改为实用美术系，并设陶瓷、染织和印刷三科。

1951 年 9 月，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江丰从杭州

调回北京，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学院组织结构略有调整，

其中张仃任实用美术系主任，教师有张光宇、郑可、祝大年、

1　季龙主编：《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4年，第561页。

2502-清华时间简史.indd   112502-清华时间简史.indd   11 2021-12-23   09:59:172021-12-23   09:59:17



清华时间简史：美术学院12

周令钊、徐振鹏、夏同光、郑乃衡、刘凌仓、田世光、陈若

菊等。美术供应社由张仃、吴劳负责，下设美术工厂和证章

工厂，美术工厂设图案股、绘画股、肖像股、雕塑股、工务

股（含印染组和缝纫组）。1952 年 6 月，美术供应社因“三

反运动”解散，证章工厂从美术供应社分出成立北京证章厂；

美术供应社改称展览工作室，吴劳、杨伯达任正、副主任，

设办公室、美术科、展览科、总务科，由中央美术学院院办

管理（业务管理除外）。1955 年，展览工作室归属文化部艺术

局，吴劳、杨伯达任正、副主任。

1949 年 6 月 7 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倪贻德等

为军代表，接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9 月，浙江军事管制

委员会任命刘开渠为校长，倪贻德为第一副校长兼任研究室

主任，江丰为第二副校长兼党组书记。庞薰琹任教务长，郑

野夫任总务长，莫朴任绘画系主任，雷圭元任实用美术系主

任，刘开渠任雕塑系主任（兼）。实用美术系教师有邓白、柴

扉、顾恒、程尚仁、袁迈、柳维和、田自秉等。1950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决定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改名为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隶属中央美术学院领导。

1951 年，梁思成、林徽因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主持成立工

艺美术研究小组，高庄、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连、吴良镛

等曾在此工作。林徽因还带领学生深入民间作坊调查研究，

从制胎、掐丝、点蓝等工序开始，跟老师傅熟悉流程。在林

徽因的指导下，工艺美术组还为景泰蓝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

风格的新颖图案，突破了以往单调的荷花、牡丹图，使景泰

蓝成为传统工艺在新中国最早进行改造的品类之一。

自新中国成立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前，许多艺术家

就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系列国家重大的工艺美术设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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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筹建与使命（1949—1956） 13

中。他们为共和国的形象赋

予了清新、刚健、庄重的

内涵。

1949 年 7 月 2 日，中华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

会在北平召开。任教于国立

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曹思明

（后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

授）设计了会徽，这枚会徽

纪念章成为中央美术学院证

章工厂的第一批产品。1949 年 9 月 21 日—30 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张仃作为主要设计

师，设计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第一届全国政协会

议纪念邮票、开国大典纪念邮票。

国旗设计者是上海华东合作事业管理局的曾联松。因开

国大典急需，1949 年 9 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贺嗣昌

应用网格绘制国旗图样，缝纫组刘芬、赵文瑞、齐惠玉、傅

丽英手工缝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并于 9 月 27 日送交全

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审定。此后经多次实验，美术供应社印染

组程之彦、滕凤谦、李恩源发明“拔染法”，在红色绸面上漂

白、印染黄色五星，实现国旗的批量化生产，且效果比手工

缝制得更轻便、鲜明。

国徽设计是以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人为主的中央美

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和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清华大学营建

系共同设计、集体完成的。国徽的主题形象有：国旗（五角

星）、天安门、麦稻穗、齿轮、绶带。其中，齿轮、麦稻穗

（北方人多食麦，南方人多食稻）、绶带（中央美术学院小组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

徽，曹思明设计，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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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时间简史：美术学院14

用飘带）等主题形象，不约而同出现于双方最初的设计方案，

象征工农联盟。国旗（五角星）主题 1949 年 10 月出现于清

华大学营建学系林徽因、莫宗江设计的方案。天安门主题，

1950 年 6 月初由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国徽设计小组提出。

1950 年 6 月 23 日和 28 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和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分别讨论通过国徽图案。同年

7—8 月，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教授高庄完善国徽图案，使“国

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

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纪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

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艺术性提

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1 并在徐沛真协助下制作

国徽模型。

1950 年 9 月 20 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公布国徽图案及图案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

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新中国的诞生。”2 国徽采用金红两色浮雕造型，极富中国

特色。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由吴劳绘制的国徽方格墨线

图、国徽断面图，以此说明国徽各部分的结构。1950 年国庆

节，天安门装饰设计增加了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画像东

西两侧的绿框木结构大标语（后改为白框金属结构）。大标语

由张光宇、张仃设计，曹肇基书写、监制，中央美术学院美

术供应社制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448页。

2　同上，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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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筹建与使命（1949—1956） 15

郭沫若向中央政府建议，组织设计、生产“建国瓷”，作为

国家庆典用瓷。建国瓷方案由周恩来总理审定，责成轻工业

部承办，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设计，江西景德镇生产。

1952 年 10 月，轻工业部成立建国瓷设计委员会，聘请郑振

铎、徐悲鸿、江丰、张仃、章元善、蔡若虹、梁思成、张光

宇、徐振鹏、王秀峰、雷圭元、齐燕铭、尹佐庭、庞薰琹、

张正宇、林徽因、王逊、叶麟趾、吴劳、郑可、祝大年、高

庄、梅健鹰、陈万里、沈从文、钟灵 26 人为委员；推选文化

部副部长郑振铎任主任委员，江丰、张仃任副主任委员，郑

可、祝大年、张仃、高庄、梅健鹰、陈万里、沈从文、钟灵

为常务委员。1952—1953 年年初，建国瓷国宴餐具经过征集，

选定祝大年设计的斗彩牡丹纹中餐具和青花海棠纹西餐具，

制作工艺从原料的坯、釉料制备，至成型工艺、彩绘工艺，

全部为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工艺。1953 年，建国瓷相继试制

生产。1954 年，国庆五周年时如期完成。

1949 年 9 月 30 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在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仃主持设

计，1949年 

国徽石膏模型，高庄制作，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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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时间简史：美术学院16

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1952 年 5 月 10 日，由 17

个单位组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北京市市长

彭真为主任，郑振铎、梁思成为副主任。6 月 19 日，美术工

作组成立，刘开渠任组长，滑田友、张松鹤任副组长，郑可、

张仃被聘为组员。1953 年 8 月 17 日，装饰组成立，邱陵任副

组长。邱陵设计了碑体侧面由红星、松柏及胜利旗帜组成的

“光辉永照”装饰浮雕及碑体纹饰。1958 年 5 月 1 日，人民英

建国瓷（斗彩牡丹纹中餐具），祝大年设计，1953年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侧上部浮雕“光辉永

照”，邱陵设计，1958年 

1950 年国庆前夕，张仃（右一）率

队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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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筹建与使命（1949—1956） 17

雄纪念碑建成揭幕。

四、学院的筹建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一系列国家重大设计活动的

开展，工艺美术事业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社会和学校都发

出了创办工艺美术学院的呼声。1952 年，周恩来总理在检查

建国瓷工作时说，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悠久的

文化，工艺美术有光辉的艺术传统。我们又是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工艺，对工艺美术要进行全国性的调

查，要关心艺人的工作和生活，要成立工艺美术学院，要培

养不同专业的工艺美术设计人才。

周总理的讲话，使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务长兼

绘画系主任的庞薰琹增加了创建工艺美术学院的信心。1952

年 4 月，他带着建立学院的方案专程到北京与江丰、华君武

商议。他的努力得到了中国美术界领导以及文化艺术界的普

遍支持。

1952 年，中国学习苏联的教育体制模式，进行全国高等

院校院系调整。在此契机下，3 月 24 日中央美术学院致函文

化部，建议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实用美术系迁至北京与

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合并，作为将来成立工艺美术学院

的基础。文化部将建议函转交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核实。4 月，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同意合并。

1952 年 10 月，根据全国院系调整要求，中央美术学院

华东分院实用美术系建筑组 22 名学生并入同济大学。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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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时间简史：美术学院18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22 名学生合并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实用美术系。1953 年 2 月 16 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实

用美术系庞薰琹、雷圭元、柴扉、顾恒、程尚仁、袁迈、柳

维和、田自秉、温练昌、程新民等教师及家属与实用美术系

学生从杭州北上北京，并带来大量工艺美术图书资料。同

时，清华大学营建系部分教师也并到中央美术学院，其中调

到实用美术系的教师有高庄、常沙娜。合并后，张仃任实用

美术系主任，雷圭元任副主任，庞薰琹任实用美术系研究室 

主任。

1953 年，实用美术系组织人员收集、临摹、整理传统图

案，编辑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专题性质的传统图案教

材：《中国锦缎图案》《敦煌藻井图案》《北京皮影》，由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成为图案教学中的主要内容。此时，温练

昌和常沙娜接受建筑工程部和文化部的委托，先后参与了苏

联展览馆电影馆（今北京展览馆电影馆）装饰雕塑及彩画拱

1952 年 4 月 26 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致函华东军政委

员会文化部，转告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实用美术系与

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合并，作为将来成立工艺美术

学校的基础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为实用美

术系迁并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

系所附的教员名单，1952 年 8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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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筹建与使命（1949—1956） 19

顶设计和首都剧场装饰设计。

1953 年上半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组织领导，在各

省文化局的支持下，实用美术系全体教师对全国民间工艺美

术做了普遍调查和搜集整理工作，同时筹备首届全国民间美

术工艺品展览会，他们在实践中得到充实和提高。这项工作

对了解当时的全国工艺美术状况，开展工艺美术教育和研究，

北京展览馆（原苏联展览馆）大门，

奚小彭设计，1953年

北京展览馆电影大厅天顶，温练昌、常沙娜设计，

1953年 

北京饭店大宴会厅前厅装饰，奚小

彭设计，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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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师资，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建

立奠定了基础。

1953 年 12 月 7 日—1954 年 1 月 3 日，由文化部主办的

首届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参观了展览。

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这次展览，观看展览时再次强调：“我们

要办工艺美术学院，要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要结合生产，要

关心人民生产的需要，要学习先进技术。”1 这个指示对工艺美

术学院的建立，对民族传统的认识、办学方向等均产生了重

要影响。文化部邀请陈之佛、沈福文等在南方的艺术家和各

地著名的民间艺人来京参观，交流经验，并与在京的庞薰琹、

雷圭元、张光宇、张仃、祝大年、高庄郑可、周令钊等举行

了座谈。展览结束后，3000 件展品的大部分展品转交中央美

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收藏，用于教学和科研；1956 年又转入新

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1　常沙娜：《走向二十一世纪——纪念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院

三十五周年》，载《装饰》，1991年第4期。

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收集、临摹、整理、出版的传统图案教材：《中国锦缎图案》《敦煌

藻井图案》《北京皮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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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初，实用美术系改为工艺美术系，庞薰琹任系主

任，并设立工艺美术研究室，庞薰琹、雷圭元任正、副主任。

此时，实用美术系暂停招生，全力投入研究工作。研究室的

主要任务是“联系实际，改进工艺，培养师资，准备教材”，

为筹建工艺美术学院做必要的各项准备。

1954 年 8 月，为打开我国工艺品的外销出路，同时对外

介绍中国民间工艺的艺术成就，文化部委托中国美术家协会

等单位筹办了四个规模相同的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其中，

庞薰琹带队到苏联，雷圭元带队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及

瑞士、芬兰，吴劳带队到波兰、民主德国，袁迈带队到罗马

尼亚、保加利亚举办展览，并对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工艺美术

教育及研究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带回了有关工艺美术教

育的资讯，对学院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等，均

有重要的参考作用。雷圭元和袁迈回国后还编了四册有关匈

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工艺美术品选

集，1958 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作品集较为全面地介

绍了四国的工艺美术，为中外工艺美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 

雷圭元：《匈牙利工艺美术品选集》；雷圭元：《捷克斯洛伐克工艺美术品选集》；袁迈：《罗马

尼亚工艺美术品选集》；袁迈：《保加利亚工艺美术品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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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与此同时，国家选派工艺美术系部分青年教师出国留

学，以培养师资。1954 年，选派李葆年赴苏联穆希娜工艺美

术学院学习装饰雕塑（1954—1960）。1955 年，选派王学东

赴捷克斯洛伐克，翌年入布拉格工艺美术学院学习玻璃工艺

（1956—1961）。1956 年，选派白崇礼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

工艺美术学院学习染织、服装设计（1956—1961）、邱承德在

捷克斯洛伐克高等工艺美术学院学习书籍装帧设计（1956—

1960）；选派朱济辉赴波兰学习装饰壁画。此外，还有其他院

校由国家选派赴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学成陆续到学院任教

的教师：奚静之在苏联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美术史及美术

理论系留学（1955—1960）；1955 年，严尚德赴波兰弗洛茨瓦

夫造型艺术学院留学（1956—1961）；林福厚在布拉格工艺美

术学院实用建筑系留学（1956—1961）；张国藩在布拉格工艺

美术学院壁画专业留学（1956—1960）；余秉楠在东德莱比锡

书籍艺术与版画高等学院留学（1956—1962）。

1954 年 5 月 26 日，张光宇、雷圭元、柳维和、张正宇、

周令钊、郑可、夏同光、钟灵（美协）、王品渠（军委）在中

央美术学院讨论中央军委委托设计荣誉奖章、荣誉勋章、红

星勋章的具体问题。1955 年，接受国家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

实行授衔制度的设计委托，由张光宇主持，周令钊、温练昌、

常沙娜、陈若菊共同设计完成了元帅服；周令钊、陈若菊等

设计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勋章。其中，八一勋章的中心图案

是红星和八一，独立自由勋章的中心图案是红星照耀下的延

安宝塔山，解放勋章的中心图案是五角星和天安门，勋章分

一级（金质）、二级（金质）、三级（银镀金）评授，另有铜

镀金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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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1956 年，工艺美术系恢复

本科招生，并开设两个专修班，培训

展览设计和染织设计方面的干部。1955

年，第一次接受两名波兰籍的本科留学

生，分别学习染织和陶瓷，接受保加

利亚籍万曼为染织系研究生（20 世纪

90 年代，万曼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纤

维艺术家）。工艺美术研究室编绘出版

了《图案的组织：牡丹花的写生和应用

举例》《民间染织刺绣工艺》《民间雕塑

工艺》、Indigo prints of China（《中国

蓝印花布》英文版）等系列教材，丰富

了当时的工艺美术教学，同时在对外文

化交流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5 年，

工艺美术系染织、陶瓷、室内装饰三个

组开展为期 3 个月的民间工艺美术调查

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周令钊、陈若菊主持设计，1955 年；图为一级 

勋章

元帅服，张光宇主持，周令钊、

陈若菊、温练昌、常沙娜共同设

计，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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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3 月 20 日，《人

民日报》以《中央美术学院

师生调查研究民间工艺美

术》为题进行报道。

1956 年 3 月 4 日，中央

手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华全

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

会主任白如冰及中央手工业

管理局副局长邓洁、国务院

第四办公室（分管轻工业、

手工业）主任贾拓夫汇报手

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

毛泽东主席在听取汇报后

说：“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

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

率必须提高。”“提高工艺美

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

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1 这些指示

直接促成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4 月 25 日，高等教育部、文化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

中央美术学院共同成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备委员会。文

化部副部长刘芝明任主任，委员有邓洁、谢邦选、陈叔亮、

朱丹、蔡若虹、江丰、庞薰琹、雷圭元、吴劳、刘鸿达。筹

备会决定，在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同时，成立中央工艺 

 

1　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见《毛泽东选集》第

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5页。

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图案教材：《图

案的组织：牡丹花的写生和应用举例》《民间染织刺绣工

艺》《民间雕塑工艺》，朝花美术出版社，1955年；INDIGO 
PRINTS OF CHINA（《中国蓝印花布》），外文出版社，

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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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科学研究所，归中央手工业管理局领导。4 月 30 日，为

强调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艺术干部的迫切需要，文

化部、高等教育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中华全国手工业合

作总社筹委会联衔送呈国务院关于调整建立中央工艺美术学

院等院校的报告。同月，根据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

手工业合作总社党组的决定，研究所开始筹建。

5 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备委员会设立筹备委员会办公

室，由学院代表庞薰琹、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代表谢邦选、文

化部代表吴劳三人具体负责筹建工作，由中央手工业管理局

副局长邓洁总负责。筹备委员会先后召开三次会议，讨论机

构设置、院务委员会条例和人员配备等问题。由于经费和校

舍问题，文化部建议在无锡试办学院，庞薰琹则坚持在北京，

邓洁、谢邦选、吴劳积极推动解决学院成立急需的校舍、物

资、经费等事宜。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干部学校提供了北京阜

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

版社，1977年，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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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门外白堆子 75 号的一座楼房，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

委会提供 30 间宿舍和一个汽车房。校舍暂定在阜成门外白堆

子 75 号。

1956 年，吴劳（左）、谢邦

选（右）在学院筹建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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