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报  2019031

2019 年第 3 期 / 总第 11 期

艺术博物馆综合办公室编印                

刊 号：TAM-201903
2019 年 7 月

2019 年第 3 期 / 总第 11 期

     清华美院 2019 届硕士研究
生毕业作品展开幕

5 月 10 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

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019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

作品展在艺术博物馆开幕。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党委书记马赛、党委副书记吴琼、副

院长方晓风、副院长兼工业设计系主任赵

超、党委副书记李鹤、米兰艺术设计学院

执行副院长兼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主任臧

迎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

> 本期要闻

清华美院 2019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开幕式现场

以及各系主任、导师代表、毕业生、校内

外嘉宾共计 300 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本次作品展共有 176 名硕士毕业生

（其中含深圳研究生院艺术硕士 27 人）

参 加， 展 出 作 品 约 1000 件（ 套）。 这

是清华美院各专业方向研究生人才培养

质量与特色的呈现和汇报，充分显示了

清华美院莘莘学子的研究深度。或是扎

根传统汲取营养，或是勇于创新面向未　

来，这些自由而有深意的创作研究与表达，

充分展现了清华美院深厚的人文基础和丰

硕多姿的教学成果。

    “支架 / 表面艺术运动：一次解
构绘画的激越实验”展览开幕

5 月20 日，展览“支架/ 表面艺术运

动： 一 次 解 构 绘 画 的 激 越 实 验（1967-

1974）”在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展出

“支架/ 表面艺术运动”15 位代表艺术家的

76 件作品。展览通过“无笔作画”、“无框

画布”、“烧灼、烙印”、“绳结、网、梯

子和绳子”、“色彩优先”、“时间、阳光、

泥土和雨水的贡献”等几个板块提炼呈现艺

术家当时的工作方式。

法国文化部主管多米尼克·阿里斯、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

展览总策划之一、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

馆长苏丹、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白莫

迪、法国南希美术馆馆长克莱尔·思图丽、

策展人卡罗琳·比西埃、让 - 保罗·布朗谢、

法国新阿基坦大区理事弗朗索瓦·贝齐亚、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中央美术

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军、中央美术学院造

型学院副院长王华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副院长赵超等 100 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后，在艺术博物馆四层报

告厅举行了“支架 / 表面”艺术运动—

艺术与哲学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

绕“支架 / 表面”艺术运动诞生的背景以

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共鸣、绘画作为艺术的

哲学思考、“支架 / 表面”与解构主义哲

学、法国文化传统与前卫艺术精神以及在

中国介绍“支架 / 表面”艺术运动的历史

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支架 / 表面艺术运动”展览开幕式现场嘉宾合影

策展人卡罗琳·比西埃致辞

“支架／表面艺术运动”展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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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美院 2019 届本科生毕
业作品展开幕

6 月 6 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19 届

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在艺术博物馆大厅开幕。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马赛、美

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杨冬江、副院

长方晓风、副院长兼工业设计系主任赵超、

党委副书记李鹤、米兰艺术设计学院执行

副院长兼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主任臧迎春、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邹欣，以及各

系主任、导师代表、毕业生、校内外嘉宾

共计 300 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本次展览共有 251 名本科毕业生（其

中含数字媒体二学位 13 人）参加，展出

作品 600 余件（套）。作品从日常生活、

经济、人类情感、科技发展等诸多角度展

开思索，运用了综合媒介、科技及新媒体

等多元创作方式。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马赛致辞

清华美院 2019 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开幕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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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
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学术研
讨会

6 月 15 日，“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

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学术研讨会

在艺术博物馆四层报告厅举行。 

研讨会由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文

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主持，围

绕正在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器服物佩好无

疆”展览，就东西文明碰撞、丝路历史以

及阿富汗艺术文化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讨

论。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央美院、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十余

位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

  推出多项活动迎接 5.18 国
际博物馆日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艺术博

物馆除了准备丰富的展览外，还实行多项

方便观众参观的举措，包括票价优惠、延

迟闭馆、举办专场直播以及开通“艺术畅

游日”电子联票的方式，迎接国际博物馆日。

2019 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作为

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聚焦

博物馆作为社区活跃参与者的新角色。在

保留“收藏、保存、交流、研究、展示”

的主要职能之外，博物馆、美术馆的社会

角色正在不断重塑发展，逐渐变得更具有

交互性，更加关注观众与社区导向，更为

灵活、更加具有适应性和机动性。

阿富汗国家宝藏展学术研讨会现场

艺术博物馆参观观众



简报  2019034

2019 年第 3 期 / 总第 11 期

> 艺博快讯

   艺博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
5 月 10 日，艺术博物馆党支部五月组

织生活在 310 会议室举行，支部党员和积

极分子共 18 人参加会议。会上，大家首先

一起学习了《青春与祖国同在》《无奋斗，

不青春》两个短视频，由支部书记邹欣带

领大家一起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几位

青年党员和积极分子结合学习感受进行了

分享。之后，大家共同学习了 2019 年全面

从严治党集中教育月活动警示教育材料，

听取了一些地方干部因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受到处理的案例。会上，还通报了支部

换届工作并进行了民主推荐。

万林艺术博物馆来我馆调研

     立升集团向艺术博物馆捐赠
饮水机

为使观众在观展之余可以饮用到高品

质饮用水，清华大学 1984 届热能工程系

燃气轮机专业校友陈良刚创立的立升集团

向艺术博物馆捐赠了价值 10 万元的饮水

机、开水机、开水器等饮水设备，用于博

物馆公众开放区、办公区饮水服务，设备

已于 6 月全部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

立升集团向艺术博物馆捐赠饮水设

备，是继该集团在清华大学出资设立“清

华校友立升奖学金”之后又一项回馈母校

的慷慨之举。

张烈讲座现场

     邀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
授张烈举行馆内讲座

6 月 13 日，艺术博物馆在 310 会议室

举行 2019 年员工培训第四讲，邀请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张烈进行了以《博物馆

的媒体、空间与叙事——以孔子博物馆和

世园会中国馆为例》为主题的讲座。讲座

由邹欣副馆长主持，全馆 17 人参加。

张烈从新媒体的特点讲起，分析了新

媒体技术高传播、高体验等特点，以及这

些特点在展览中的运用。接着，他从传播

学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新媒体技术的互动

性、叙事性和互联性怎样让观众在有限的

时间和空间里被吸引、打动并受到教育。

最后他以孔子博物馆和世园会中国馆的设

计为案例，为大家具体展示了建筑、展陈

和新媒体技术的结合如何传达出历史文化

的立意，让观众有更丰富的体验。

广东省美术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

馆等国内知名博物馆。与各馆在展陈设计、

藏品管理、数字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

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学习了很多宝

贵的经验，增进了馆际交流合作。 

调研汇报会现场

      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来艺
博调研

5 月 6 日，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

黄勇凯副馆长一行三人来我馆调研。调研

由苏丹副馆长主持，专家顾问徐虹、综合

办公室副主任张珺、典藏部副主任倪葭、

展览部副主任王晨雅参加。

万林艺术博物馆就藏品管理及库房建

设、基本陈列的经费来源、布展设计、实

施与管理，以及科研、教育活动开展等问题，

与我馆进行了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了大学

博物馆陈列展览筹建以及博物馆管理中的

探索和经验。

5 月 8 日，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

馆总支书记兼副馆长盛懿一行四人来我馆

调研。邹欣副馆长主持调研会议，综合办

公室副主任张珺、公共教育与对外关系部

        举行 2019 年员工“养成计划”
调研汇报会

6 月 12 日，艺术博物馆在 310 会议室

举行 2019 年员工“养成计划”调研汇报会。

会议由邹欣副馆长主持，全馆 24 人参加。

汇报会上，参与调研的员工分享了此

次外出考察在业务上的收获、与同行交流

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对今后工作的启示。

外出调研是艺术博物馆员工“养成计划”

的一部分，汇报会通过经验分享、讨论的

方式，让调研的效果更加深入，并与工作

有了紧密结合。

5 月底至 6 月初，艺术博物馆组织员

工进行了外出调研，前往国内优秀博物馆

考察，深入学习各馆先进的管理经验。此

次调研分为南京 - 南通线、广州 - 深圳

线以及甘肃 - 青海线三条线路，考察了

南京博物院、南通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

副主任张明参加会议。

钱学森图书馆主要就高校博物馆人才

队伍建设的问题，与我馆探讨了在人才队

伍结构、各类人才发展的激励机制、文博

人才的评价机制以及岗位设置和资源配置

等方面的经验和尝试，讨论了目前人才建

设中存在的瓶颈，以及未来的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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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讲座第 75 期：林梅村
《丝绸之路的开辟》

5 月 9 日，艺术博物馆学术讲座第 75

期在四层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梅村

主讲，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主持。

阿富汗因所处地理位置，被誉为古代

世界的“十字路口”，与中国有着良好的

联通关系，这种联系的顶峰以著名的“丝

绸之路”为代表。结合正在展出的“器服

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

家宝藏”展览，林梅村教授围绕考古发掘

的资料，介绍了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

宛、霍去病伐祁连山、张骞出使乌孙等重

要历史事件所涉及的路线和沿途城市，以

及康居、大月氏、乌孙墓葬的出土文物。

讲座还重点介绍了大月氏黄金墓地的发

现，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

林梅村讲座现场

座《佛缽与佛足迹信仰及其图像的传播》。 

讲座结合正在艺术博物馆展出的阿富

汗国家宝藏展中所呈现的佛教文化传播，

从佛缽信仰与传法思想及其图像的传播、

佛足迹信仰及其图像的传播两个方面，为

观众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学术讲座第 77 期：张文玲
《犍陀罗艺术中的本生故事》

6 月 14 日，艺术博物馆学术讲座第

77 期在四层报告厅举行，邀请了台北故宫

博物院研究员张文玲主讲《犍陀罗艺术中

的本生故事》。

犍陀罗地区在早期佛教义理及艺术的

发展与传播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

期讲座依据现存梵文、巴利文与汉译本生

佛典，比对南亚次大陆及阿富汗等丝路道

上的本生艺术遗存，探讨了犍陀罗艺术中，

本生故事的内容、构图与图像，借此管窥

佛教从印度经中亚丝路到中国的演变。

李静杰讲座现场

      学术讲座第 76 期：李静杰
《佛缽与佛足迹信仰及其图像
的传播》

5 月 21 日，艺术博物馆邀请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教授李静杰在四层报告厅举行讲

张文玲讲座现场

      学术讲座第 78 期：扬之水
《先秦金银器知见录》

6 月 16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

究员扬之水在艺术博物馆四层报告厅举行

讲座《先秦金银器知见录》。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的马家塬战

国晚期墓地出土的大量金银器和错金银铁

器，是检阅先秦金银器的重要实例，它不

仅集中了此前出现的大部分品类、纹样、

装饰手段、制作工艺，而且数量可观。关

     艺博党支部赴山东开展特色
主题活动

6 月 21 日至 23 日，艺术博物馆党支

部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一行 10 人，赴山东

开展“齐鲁大地访先烈，铭记历史寻初心”

特色主题教育活动。

支部一行人参观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认真观看每一张

展板，倾听着那段不寻常的战斗历程，通

过图片和影像让大家深切感受到为国捐躯

的英烈们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之后，

支部一行人还结合业务工作参观了山东博

物馆、山东省美术馆和新建成的孔子博物

馆。在孔子博物馆，党支部邀请到负责展

陈设计的清华美院张烈副教授为大家进行

讲解。张烈结合展览主题详细介绍了各种

展陈方式的布局和运用，让大家感受到了

现代科技在博物馆中的广泛应用与独特的

展示效果。

通过此次特色活动，支部同志们了解

了齐鲁大地深厚的历史底蕴，切身感受先

烈们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浴血艰辛，更加

领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和今天和平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大家纷纷表示要不

忘初心，铭记历史，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

要牢记使命，奋发有为，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艺博党支部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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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作之美”第 31 期：夏至绘
花（第一讲）：白描花卉体验课

6 月 22 日，艺术博物馆“手作之美”

第 31 期在四层报告厅举行。活动邀请了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纳为

观众上了一节白描花卉体验课。

金纳教授讲解了工笔画艺术概况，让

大家动手体验了白描花卉绘制，体验运用

毛笔的抑、扬、顿、挫，用墨的浓、淡、干、

湿以及线条之间的疏密、聚散，将个人情

感与笔墨变化呈现于宣纸上，表现出花卉

形象的质感、空间、虚实。

白描花卉体验课现场

     专场导赏第 1 期：总策划及
策展人讲述 " 东西文明交汇的阿
富汗国家宝藏 " 展

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特展“器服物

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

宝藏” 自 4 月 18 日开展以来，吸引了大

量观众参观。为了更好地深度解读该展，

艺术博物馆特在 5 月 6 日闭馆时段开设了

专家导赏专场，邀请展览总策划、策展人

带观众一起了解这批文物背后所承载的文

明与历史。

    “手作之美”第 32 期：夏至绘
花（第二讲）：重彩花卉体验课

6 月 29 日，“手作之美”第 32 期在

艺术博物馆四层报告厅举行。作为“夏至绘

花”第二讲，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金纳为大家带来重彩花卉的体验。

工笔重彩画以矿石为原料，经研磨成

粉后与胶调和成为绘画材料，运用“三矾

九染”的设色技法，每遍薄染，层层加深，

数遍之后加胶矾水以固色，所做画面色彩

端庄、绚丽且不易变色。课上金纳带大家

动手体验了工笔重彩的材料和技法。

重彩花卉体验课现场

专场导览现场

金纳讲解白描花卉技法

金纳讲解重彩花卉技法

于制作工艺与技术来源，已有《马家塬墓

地金属制品技术研究：兼论战国时期西北

地区文化交流》一书问世，本期讲座即在

此研究基础上，围绕正在展出的阿富汗国

家宝藏展，讨论了错金银铁器、装饰纹样

等相关问题。

扬之水讲座现场

   “手作之美”第 30 期：寻觅
彩云之南，体验金工之美

5 月 12 日，艺术博物馆“手作之美”

第 30 期 在 清 华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B 区 一 层

C107 金属艺术实验室举行。

活动邀请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寸发标、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赖庆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丁大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

美术系专业教师王玉峰，带观众走进金属

艺术实验室，为参与的观众讲解了金属工

艺艺术概况，了解金属工艺材料及技法，

体验干撒珐琅的制作过程。

金工体验现场照片



简报  2019037

2019 年第 3 期 / 总第 11 期

      支架 / 表面艺术运动：一次解构绘画的激越实验（1967-1974）
本次展览共展出“支架 / 表面”艺术运动 15 位代表艺术家的 76 件作品。“支架 / 表面”

是法国的艺术运动，它发端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在那个艺术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

“支架 / 表面”艺术运动的年轻艺术家们开始对艺术的未来，特别是绘画和雕塑的未来提

出疑问。他们抱着寻找艺术根基的愿望，试图将绘画和雕塑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实践条件昭

示于天下。图像空间和雕塑形式在他们手中付之一炬，绘画被肢解，画布与画框分离；雕

塑被打碎，跌落底座。这些转变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艺术领域，可以将之总结为：改变观

点，改变人类。

      清华美院、清华深研院 2019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  
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主办的 2019 届研究生毕业作品展自 5

月 10 日至 30 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2 层 4 号展厅、4 层 7、8、14 号展厅及美术学院 A、

B 区展厅同时开展。来自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陶瓷艺术设计系、视觉传达设计系、环境

艺术设计系、工业设计系、工艺美术系、信息艺术设计系、绘画系、雕塑系、基础教研室

等 10 个培养单位的 176 名硕士毕业生参加本次展览，预计展出作品 1000 余件。展出作

品的题材、手法、媒介等方面都体现着多元性和丰富性，是师生们几年以来教与学的心血

和结晶。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19 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
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清华美院教务办公室、清华美院学生工作组承办的 2019

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将于 6 月 6 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2 层 4 号展厅、4 层 7、8、14

号展厅及美术学院 A、B 区展厅同时开展。来自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陶瓷艺术设计系、

视觉传达设计系、环境艺术设计系、工业设计系、工艺美术系、信息艺术设计系、绘画系、

雕塑系等 9 个培养单位的 250 名本科毕业生参加本次展览，展出作品 600 余件，同时展

出的还有数字娱乐设计方向二学位的 14 名同学的 7 件毕业作品。

  特展：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
本次展出的 230 余件（套）阿富汗珍宝，按四个出土地点，即法罗尔丘地、阿伊哈

努姆古城遗址、蒂拉丘地和贝格拉姆古城遗址划分单元，分别展示了青铜时代、希腊化时

期、月氏人入侵至贵霜王朝建立之前、贵霜王朝四个历史时期的珍贵文化遗产，是古代多

文明互融交汇的见证。它们均出土于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前，战争期间因藏于喀布

尔中央银行大楼下的秘密金库中而得以幸存，并于 2003 年重现天日。自 2006 年 10 月起，

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 20

多家博物馆先后巡回展出了这批珍宝。2017 年 3 月起，它们开始在中国巡展，并于 2019

年 4 月至 6 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器服物佩好无疆”为题展出。

> 展览信息

展览时间：2019 年 4 月 18 日至 2019 年 6 月 23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三层展厅

展览时间：2019 年 5 月 21 日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一层展厅

展览时间：2019 年 5 月 10 日至 2019 年 5 月 30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二层 4 号展厅，四层 7、8、14
号展厅 &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A 区多功能厅、A 区大厅、
B 区学院美术馆

展览时间：2019 年 5 月 21 日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一层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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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桑止水—王纲怀捐赠和镜展
中国铜镜兴盛于战国，繁荣于两汉，辉煌于隋唐，宋代以后在总体上却是一种江河

日下的状态；日本铜镜自平安时期起，逐步发展，至江户时期，已完全形成了自己的民族

特色，在几百年中款式丰富、争奇斗艳。中日铜镜文化的这两个转折点恰好有所重叠，颇

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感，这在东亚文化之兴衰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日本和镜虽

是日本文化的“沧海一粟”，却折射了日本文化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希望通过此展，探

究和镜一路走来的脉息，使观者了解日本和镜文化及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我本自由—刘绍荟从艺六十年艺术展
本次展览是刘绍荟从艺 60 年的整体呈现。刘绍荟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中央工艺美

术学院求学，一直秉承“大美术”理念，他早期的艺术创作虽多从实用美术出发，但其作

品充分体现出当年全能型的艺术培养模式。刘绍荟打破了现代艺术、民间艺术、重彩艺术

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壁垒，在本次展览中，“白描万象”“民间魔幻”“雨林胆魂”“石头

能量”“文明变体”“方外之道”“动画电影”7 个版块呈现了刘绍荟多元化的艺术探索，

展览虽是个案，但是从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来看极具代表性。张仃先生曾提出“毕加索 +

城隍庙”的创作模式，刘绍荟则进一步拓宽了这种维度，从敦煌到现代重彩，从民间传说

到动画电影，从传统笔墨到雨林胆魂，从文明对话到艺术抽象……刘绍荟在国境西南走出

一条直面传统艺术的现代之路，为生命而艺术，为自由而表达。

   清华藏珍·丝绣撷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展 / 织绣部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有织绣四千六百余组件，以明清及近代藏品居多，

锦缎、纱罗、丝绒、刻丝等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品种应有尽有。展览中织绣藏品

绝大多数来自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旧藏，包含有明代刻丝凤穿牡丹团花，

清代“无量寿尊佛”刻丝佛像、红纱地戳纱金玉满堂女氅衣、蓝地刻丝云龙立

水长袍等名品杰作。

   清华藏珍·翰墨流芳——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展 / 书画部分 二

中国书画艺术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表现方法、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卓越

的艺术成就而享誉世界美术之林。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有着丰富的中国古代及

近现代书画收藏，包括自明代以来各个时期、各个流派名家的代表作品，能够

清晰、系统地反映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脉络。展览从数千件藏品中精心挑选出

90 余组件，力图向观众呈现一部明代以来的中国书画艺术发展史。     

   清华藏珍·随方制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展 / 家具部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家具一百四十余组件，以凳椅类、桌案类和柜

架类为主，尚有少量橱柜类家具，时代自明至近现代。其中尤富盛名的是五十

多件以黄花梨、紫檀等材质为主的明式家具，有七件收录于王世襄先生编著的《明

式家具珍赏》。 本次展览的家具藏品绝大多数来自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旧

藏，包含明代黄花梨四面齐琴桌、黄花梨矮翘头案、黄花梨圈椅等传世精品。

展览时间：常设展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9 号展厅

展览时间：常设展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10 号展厅

展览时间：2019 年 4 月 2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9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展厅 12 号展厅

展览时间：2019 年 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5 月 5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一层展厅

展览时间：常设展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11 号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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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藏珍·晚霞余晖——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展 / 瓷器部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陶瓷两千七百余组件，时代自新石器时代至近

现代，其中以明清时期的藏品居多。陶瓷种类丰富，包括红陶、灰陶、彩陶、

黑陶、原始瓷、青瓷、颜色釉瓷和彩绘瓷等，工艺技法全面、表现题材丰富、

历史延续完整，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陶瓷艺术成就。本次展览的瓷器

藏品绝大多数来自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旧藏，以清康、雍、乾三朝时期景

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为主，如清康熙胭脂水压手杯、清雍正釉里红龙纹油锤瓶、

清乾隆青花竹石玉壶春瓶等名瓷精粹。

展览时间：常设展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13 号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