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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艺博用歌声庆祝建党百
年华诞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华诞，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一场别开生面

的红歌快闪秀，融成一片红色的海洋，为党

的百岁生日送上诚挚的祝福。清华艺博全体

员工、清华师生和校友、北师大艺术与传媒

学院音乐系师生及现场观众近 200 人参与

活动。大家挥动党旗，演唱了《映山红》《绒

> 本期要闻

艺博全体员工及现场观众在博物馆大厅合影

花》《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几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为党的百

年华诞线上祝福。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既是展示古今中

外艺术的殿堂，也是弘扬爱国主义教育的课

堂，秉承传承经典，美育大众的使命。清华

艺博将在建党百年的新征程中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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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展 | “万象归一：黄成江摄
影作品展”举行媒体见面会

8 月 2 日，在清华艺博三层展厅举行

“万象归一：黄成江摄影作品展”媒体见

面会。展览总策划、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副馆长苏丹担任主持并介绍展览概况，在

导赏环节中重点解析了作品特色与艺术风

格；参展艺术家黄成江在接受媒体采访中，

回顾了青年时代起步于北大荒的摄影经历，

重点就自已的摄影艺术风格、探索与创造、

作品的学术气息、以及举办本次展览的意

义等问题进行深入解答。

 “万象归一：黄成江摄影作品展”7

月 30 日在艺术博物馆开幕，在流光溢彩

的盛夏呈现了一个丰饶多姿且激情澎湃的

自然影像世界。本次展览共展出摄影作品

111 幅，是黄成江先生多年来创作的一部

分，其中《大地》系列 20 幅、《树》系列

20 幅、《荷》系列 30 幅、《海角》系列

41 幅。作品创作主题从北大荒广漠肥沃的

黑土到西域戈壁顽强的胡杨，从纯洁无瑕

的荷莲到搏击浪涛的海鸥，视野由极目远

望趋向俯身近观，从细微透视又返回广袤

无垠。镜头的前后反转递进不仅反映了他

黄成江讲解作品背后的故事

  新展 |“栋梁——梁思成诞辰
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开幕

8 月 23 日，“ 栋 梁 —— 梁 思 成 诞 辰

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开幕式在清华大学

艺术博物馆举行。开幕式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举行。展览由清华大学主办，

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

风景园林学会、中国文物学会联合主办，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清华大学档案馆承办。

开幕式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利

主持。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中国建筑学会

理事长修龙、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孙

安军、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长陈重、中

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建筑设

计研究院院长庄惟敏、中国科学院与中国

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

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中国

勘察设计协会副理事长王树平、中国城市

规划协会会长唐凯、梁思成先生之孙梁鉴、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致辞

策展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畅先后致辞。 

展览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包

括照片、影像、图纸、模型、书信、手稿

以及空间装置等，希望藉此一窥梁思成先

生的学习、工作经历，以纪念这位我国著

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中国建筑学科

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建筑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学科的重要

先驱，并向他致敬。

从宏观到微观的不断求索，更展现了他不

固步自封，不断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

开幕式线下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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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博党支部召开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8 月 31 日，艺博党支部在 310 会议室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学校党

史学习教育指导组石永久老师、党委组织部

副部长邹欣出席会议，艺博全体党员、积极

分子和群众代表参加了生活会。会议由艺博

支部书记李哲主持。

首先，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邹欣讲了题

为《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与精神》的微党课。

邹欣结合六幅经典的美术作品，为大家阐释

了“以画为魂，以史为体”，作品中所蕴含

的感人肺腑的党史故事，以及代代传扬的红

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长征

精神和抗美援朝精神等。同志们一起欣赏美

术经典，重温党史故事，领略信仰之美。

接下来，李哲代表艺博支委会向大家

报告了 2021 年上半年艺博党支部工作情况。

重点介绍了支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以及

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谈心谈话的情况，通报

了支委会检视问题情况和下一步整改措施。

> 艺博快讯

  举行“镜像清华艺博”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

7 月 23 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

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米若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在艺术博物馆 401 会议室签订“镜像清华

艺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该项目整合博物馆、教育、科技等资

源，借助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突破空间限

制，开发博物馆的藏品作为中小学美育课

程的延伸与辅助资源，这些资源将以论坛、

讲座等公教形式进行公益宣传和传播，首

先在海淀区实验，成熟后推向北京市和全

国更多区域，特别是针对缺乏博物馆分布

的偏远欠发达地区，将借助社会公益组织

力量进行传播和落地，以产生更大的社会

教育效益。

本次合作旨在贯彻《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和《关

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

意见》文件精神，将学校美育作为立德树

人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健全博物馆与中小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邹欣讲微党课

签约仪式嘉宾合影

> 艺博党建

在交流环节，全体党员对照《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党员检视问题及承诺

清单》，汇报了自己学习工作情况和心得体

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杜鹏飞常务副馆

长首先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交流了党史学习的心得体会和不足，

介绍了艺博在日常工作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取

得的进展。他表示，党史学习教育要与日常

工作结合起来，努力在大学美育教育方面作

出表率。随后，支部全体党员逐一发言，针

对存在的不足提出整改承诺。

石永久老师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对

艺博党支部的各项工作和本次专题组织生活

会给予了肯定，并对艺博支部下一阶段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出了希望。

组织生活会现场   全新票务系统上线，新票务
政策正式实施

为加强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逐步提

高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场馆的运行品质，

事业发展部和信息管理部自 2020 年底开

始，历时近半年到北京汽车博物馆 、首都

博物馆等多个场馆进行调研考察，并结合

本馆的票务政策梳理出本馆的票务需求，

有针对性地进行新票务系统的开发。2021

年 6 月 21 日起，艺术博物馆新票务系统正

式上线，并启用实名制网络预售票。社会

观众（含优惠、免票人员）参观均需通过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官网或微信公众号“清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进行预约购票。清华

大学校内师生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参

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无需购买普展和特

展门票，到检票口直接刷清华校内有效证

件（工作证 / 校园卡、学生证）入馆。

启用新票务系统和新票务政策以来，

观众反响良好，该举措为社会观众及清华

校内师生提供了更好的观展体验和更便捷

的票务服务。

学校合作机制，促进博物馆资源融入教育

体系，提升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资源的学

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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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作之美 · 第 42 期 | 彩色粘
土捏塑“设计乌托邦”

37 月 17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手作

之美”栏目，由公共教育与对外关系部周莹，

在特展展厅和创意工作坊带领观众从“设

计乌托邦 1880-1980”展览中寻找灵感，

创作自己的粘土捏塑作品。课程包含“设

计乌托邦 1880-1980”展厅导赏、搜集展

   展厅直播 | 穿越设计时空的
音符：“设计乌托邦”音乐快
闪秀

7 月 17 日，艺术博物馆在一层展厅举

行“穿越设计时空的音符：设计乌托邦”

音乐快闪秀，邀请到张娇、张浩雅、刘慕莎、

贺虓在展厅进行弦乐演奏表演。活动由清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设计乌托邦 

1880-1980：百年设计史 / 比亚杰蒂 - 科

尼格收藏”中方策展人苏丹主持，欧洲音

乐史专家孟斐璇解说。

  艺博文创 | 上新：艺肖牛和
“念念如晤”中秋礼

7 月初，艺术博物馆上新限量款雕塑

艺肖牛。由艺博事业发展部傅加创作，灵

感来源于馆藏品中提取的牛元素，结合中

国传统美学和现代艺术的审美标准，创作

出艺博“艺肖牛”的形象。寓意着对幸福

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以“牛精神”的

积极心态开拓梦想。

快闪秀现场

8 月，艺博推出中秋文礼“念念如晤”

礼盒。从“尺素情怀 · 清华学人手札展”

中发掘历史细节，精选大师手札中充满情

谊温度的话语，送上中秋祝福。礼盒内除

了饱含寓意的精致糕点外，配赠馆藏仿制

款高足碗。这款礼盒去年一经推出便深受

欢迎，成为艺博文创的节庆爆款

> 公教活动

   云欣赏 | 清华藏珍：一举夺
魁星点斗 二甲传胪报录来

7 月 19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云欣赏栏

目。由典藏部安夙撰文赏析馆藏藏的杨柳

青年画《二甲传胪》。

在如今，六月七月通常被称为考试季，

因为考生们都免不了要直面考试的压  力。

在古时候，对读书人最重要的考试就是科

举考试了，它也是我国古代选拔人才的重

要途径，殿试后录取进士、揭晓名次的布

告用黄纸书写，故而称黄甲、金榜。在金

榜题名的进士中，一甲三人中的第一名就

  员工交流 | 微沙龙：我在清
华艺博点文物

7 月 6 日，艺术博物馆举办员工交流

微沙龙，由典藏部桂立新为大家进行主题

为《我在清华艺博点文物》的交流分享。

桂立新从藏品管理工作出发，为大家梳理

了我馆馆藏品的历史和现状，并对藏品的

分类、建账、点交等工作进行了细致的介绍。

让来自不同部门的同事，对馆藏品以及典

藏部的工作有了深入了解。

  参加全校管理干部实操技能
培训

7 月 7 日，艺术博物馆参加保卫处开

展的“全校管理干部实操技能培训”。我

馆安全工作负责人及安全保卫干部、开放

区工作人员共 10 人参加。培训会由海淀消

防支队专业人员开展消防技能实操实训，

包括灭火器、消火栓的使用，并进行了现

场考核，成绩纳入“一警六员”专项培训

系统。。

览中有趣的设计作品、制作材料及工具的

使用介绍、创作粘土捏塑作品几个部分。

艺博会员与社会公众共 13 人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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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讲座第 112 期 | 谈晟广
《圣人含道映物：晋宋之际（4-5
世纪）自然观的转捩与山水画
及相关理论的诞生》

7 月 24 日，艺术博物馆举行学术讲座

第 112 期，有学术研究部副主任、“水木

湛清华：中国绘画中的自然”展览策展人

谈晟广带来题为“晋宋之际（4-5 世纪）

自然观的转捩与山水画及相关理论的诞生”

的讲座。讲座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讲座为本馆正在展出的“水木湛清华：

中国绘画中的自然”系列专题讲座第 1 讲。

  学术讲座第 113 期 | 李慧漱
《空中之音、水中之月：南宋钱
塘山水的人文与自然真意》

7 月 30 日，艺术博物馆邀请加州大学

洛杉矶校区艺术史系教授李慧漱通过线上

直播的方式，进行题为“空中之音、水中

之月——南宋钱塘山水的人文与自然真意”

的讲座。讲座由“水木湛清华：中国绘画

中的自然”展览策展人谈晟广主持。本期

讲座为本馆正在展出的“水木湛清华：中

国绘画中的自然”系列专题讲座第 2 讲。

  学术讲座第 114 期 | 塚本麿
充《佛影、罔两、山水图：中国
佛教的自然观照和其在东亚的图
像表现》

8 月 14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学术讲座

第 114 期，邀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教授塚本麿充进行题为“佛影、罔两、山

水图：中国佛教的自然观照和其在东亚的

图像表现”的讲座。讲座由“水木湛清华：

中国绘画中的自然”展览策展人谈晟广主

持。本期讲座为本馆正在展出的“水木湛

清华：中国绘画中的自然”系列专题讲座

第 3 讲。

本讲从形象、影、水墨三者之关系来

探讨，中国艺术里面如何描述本来不存在

的、不可知觉的物象。而淡墨施绘的艺术理

念和形象表现，随着南宋禅宗一同传到日

本后，又产生出如雪舟《慧可断臂图》（1496

年，齐年寺藏）、俵屋宗达《蓮池水禽图》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等作品，成为东亚

文化圈中所共有的对于自然的看法。

   云欣赏 | 清华藏珍：高坐与
躺平

8 月 14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云欣赏栏

目，典藏部龙云撰文赏析馆藏明式家具，

通过“高坐与躺平”展示了古人的家庭起

居生活。清华艺博馆藏有一对黄花梨透雕

镶嵌床围栏，刻画了两只喜鹊在梅、菊丛

中对望相鸣，一只翘首立于枝头，另一只

展翅回望。在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中，喜

鹊在七夕为牛郎织女夫妻架桥，助其相会，

因此后世把沟通男女姻缘称为架鹊桥。梅

与“眉”谐音取意，寓意“喜上眉梢”，

而与菊花组合，又暗含“举案齐眉”之意。

今借此吉祥美好寓意，祝福天下有情人终

成眷属。

是我们常说的“状元”，二甲第一则被称

为“传胪”。借此馆藏品所含寓意，为所

有考生送上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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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讲座第 115 期 | 丘挺《从
眼中景到画中境》

8 月 21 日，艺术博物馆邀请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书画学院副院长、

清华大学书法研究所研究员邱挺，通过线

上直播的方式，进行题为“从眼中景到画

中境”的讲座。讲座由艺术博物馆常务副

馆长杜鹏飞主持。

对自然造化体认与表现的深度、纯度

是山水画精神的核心。在山水画史上，画

家们一直围绕真景与画中景、造化与心源

展开讨论与探索，各种观点及绘画实践共

同构成了山水画之造境历程。本期讲座为

正在展出的“水木湛清华：中国绘画中的

自然”展览专题讲座。

  馆长“说”| 苏丹：“栋梁”
一次史无前例的纪念

8 月 30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说”系

列人物专访，邀请副馆长苏丹从策展人的

角度介绍“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

周年文献展”背后的故事。从策展思路、

展陈设计、展品、叙事空间等方面，为观

众深入解读了展览所呈现的梁思成先生的

成就

  学术讲座第 116 期 | 石慢
《云山得意：逍遥海外的两件
米友仁山水》

8 月 26 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艺

术与建筑史系教授石慢通过线上直播的方

式，进行题为“云山得意：逍遥海外的两

件米友仁山水”的讲座。讲座由“水木湛

清华：中国绘画中的自然”展览策展人谈

晟广主持。本期讲座为本馆正在展出的“水

木湛清华：中国绘画中的自然”系列专题

讲座第 4 讲。

米友仁（1074-1151）是中国古代最

知名的画家之一。石慢教授聚焦于两件流

散海外的米友仁作品：《云山图》（克利

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与《诗意图》（私人

收藏），来论述米友仁在南、北宋更迭之

际的独特艺术造诣；並藉由这两件作品所

提供的独特视角，一窥宋代文人画研究中

一个关键但罕见触及的阶段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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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
今日近 400 件梁思成先生的图纸、手稿、著作早期刊本和影像资料，只是

先生保存至今的遗作之一隅；相信曾经满满堆积一室，终被动荡年代吞噬的工

作笔记，也只是先生万里奔波夤夜伏案的汗水之一捊。于是我们忆起先生曾经

抚摸过的案几——摆弄相机的方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桌，李庄的绘图板，

以及先生用花瓶支撑着下巴画图时口中哼唱的小曲。希望这里的五个单元——

求学、治史、规划与保护、建筑设计、教育，为大家呈现先生作为学科先驱的

辛劳，以及更重要的——支撑并伴随着辛劳的心灵的无上快乐。

  万象归一：黄成江摄影作品展
黄成江在艺术上走过的是一条从“致广大”到“尽精微”之路。他的创作

主题从北大荒广漠肥沃的黑土到西域戈壁顽强的胡杨，从纯洁无瑕的荷莲到搏

击浪涛的海鸥，视野由极目远望趋向俯身近观，从细微透视又返回广袤无垠。

镜头的前后反转递进不仅反映了他从宏观到微观不断求索，更展现了他不固步

自封，不断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本次展览展出了黄成江多年来众多摄影作

品中的 111 幅，分为“大地”“树”“荷”“海角”四个系列。

  设计乌托邦 1880-1980：百年设计史 / 比亚杰蒂 - 科尼格收藏
“设计乌托邦 1880-1980”展览所呈现的正是这段精彩又鲜活的历史，我

们称之为一个乌托邦的时代。展览通过 158 件现代设计的华丽亮相，影射出这

一百年间持续不断的、戴着枷锁创新的现象。在这一时代，世界被重构，自然

与人工、设计与艺术互换角色和价值，而工艺、信息、材料和创新方法让我们

重燃对这一行业的诗情。人类的精英们不仅聚焦于工业生产的引流，同时用创

造性的行动示范唤醒被工业早期催眠的人类意识，经典的设计不仅反映着社会

形态，更折射出人类不甘沉沦的精神。

  万物毕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王纲怀先生所捐赠的铜镜馆藏为基础，在国内多家

文博机构和私人藏家的大力支持下，优中选优，挑选了 400 余面各具代表性的

中国历代铜镜精品，除了为观众呈现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和艺术的演进过程、感

受铜镜的艺术魅力，也希望每一位观者，皆拥有一颗万物毕照的内心。

  水木湛清华：中国绘画中的自然
2021 年是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首都博物馆，

以古代精品绘画为基础，联合举办“水木湛清华：中国古代绘画中的自然”展，

为校庆献礼。本次展览展示了此前未公开展示的李公麟、苏轼名下和其他宋元

> 展览信息

展览时间：2021 年 4 月 22 日至 2021 年 8 月 22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12 号、13 号展厅

展览时间：2021 年 4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10 号展厅

展览时间：2021 年 8 月 10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
展览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 7 号、8 号展厅

展览时间：2021 年 7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1 月 7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三层展厅

展览时间：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7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一层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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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以及沈周、文征明、仇英、董其昌、陈洪绶、八大山人、石涛等明清名

家画作。通过这些作品中显现的“自然”，持续触发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终

极思索。

  热带风暴—印度尼西亚现当代艺术叙事
“热带风暴”旨在展示印尼现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代表性作品。展览中的作

品起于 20 世纪 30 年代，历史跨度近一个世纪。展览重视审美语言的多样性，

囊括了素描、绘画、雕塑和视频作品。展览中的两条叙事主线一方面概括了不

同发展阶段的艺术风格和主题，另一方面通过聚焦艺术家、团体和学派以及其

间的联系来勾勒印尼艺术世界的成型轨迹。此次展览的策展角度是通过展示年

代与现场地貌，将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融入印尼艺术史迂回曲折的汪流之中。

每件艺术作品都是时代无法重复的烙印，提醒我们回顾过往的时光、关注当下

的现状以及放眼未来社会将会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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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中织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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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镂空地三蓝打籽绣八仙过海马面，红芝麻纱地绣藤萝花蝶纹氅衣，藕荷暗花

绸地平金绣花卉纹百褶鱼鳞裙等名品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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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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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时间：2021 年 2 月 18 日至 2021 年 7 月 18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三层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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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号展厅

展览时间：常设展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13 号展

展览时间：常设展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10 号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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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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