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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类

造型艺术 用一定的物质材料（绘画用颜料、 

绢、布、纸等,雕塑用木、石、泥、铜等），按审美要 

求塑造可视的平面或立体形象的一种艺术。包 

括绘画、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等，亦称“美 

术”、“视觉艺术”或“空间艺术”。十八世纪徳国 

美学家莱辛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参见“美术”。 

美术亦称“造型艺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通常指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欧 

洲十七世纪开始使用这一名词时，泛指只具有 

美学意义的绘画、雕刻、文学、音乐等，以别于还 

具有实际用途的工艺美术。中国“五四”运动前 

后开始普遍应用这一名词。参见“造型艺术”。 

工艺美术造型艺术之一。工艺，是工业的一种 

加工手段，即体现从原料、半成品到制成品的加 

工过程;也可理解为“工业技艺”或“工业艺术”， 

但并非所有工艺都是艺术的，工艺美术应具备 

对一定物质材料作艺术加工的因素。其显著特 

点表现为工艺与美术两者互相制约下的融合， 

从而构成了一个工作部门和学科。它既具有实 

用意义,又具有审美意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结晶，是美化人民生活的重要艺术。从使用 

角度通常将它分为两类:一、日用工艺，即经过 

装饰加工的生活日用品，如染织工艺、陶瓷工 

艺、家具工艺等；二、陈设工艺，即专供欣赏 

的陈设品，如象牙雕刻、玉石雕刻、装饰壁挂 

等。也有从我国的历史与现状、工作特点和艺 

术形态等出发,将工艺美术分成传统手工艺、现 

代工业美术、装潢美术、民间工艺四大类的。 

它们的生产，常因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经济条 

件、文化技术水平、民族习尚和审美观点的不同 

而显示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宗教美术泛指表现宗教题材的美术作品。宗 

教美术的产生不是单纯为了观赏，而首先被当 

作迷信宣传的一种工具。它是以美术形象表现 

种种虚幻的内容，把“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 

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 

上存在进行辩护”（马克思语）。无论何种宗教, 

其美术都带有迷信色彩，对人民起着精神“鸦 

片”的作用。在古代，有许多宗教美术是由民间 

画工和手工艺人完成的，他们既有深厚的劳动 

者的感情，却又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对于这种 

作品，必须作具体分析。

民俗 民间流传之风尚、习俗。《礼•缁衣》： 

“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 

民不惑矣。”

工业设计亦称工业意匠。系英语Industrial 

design（工业的，设计）的对译。在汉语中“工业 

设计”一词的涵盖面很大,而这里仅指工业品的 

设计，与“工业美术”意义相近。英语design（设 

计）的含义，包括设计、构思、意匠、图案等内容， 

欧美诸国将design作为一个学科，经历了由动 

词到名词的转化过程。在我国“设计”一般用作 

动词,是设想和计划的意思。在工艺美术领域内 

使用“设计”一词，主要指工艺品造型的设计和 

装饰花纹的设计。“工业设计”的概念，虽然较 

早就在欧洲形成，而首先使用却是在1919年的 

美国。1930年德国包豪斯运动以后，逐渐形成 

一个完整的体系。工业设计家们必须就材料一 

加工一产品一市场等一系列问题与工业家、技 

术师、营业员等合作，既需要具备艺术造型的 

才能，又需要具备有关工业生产、市场等多方 

面的知识。参见“工业美术”。

宫廷工艺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炫耀豪 

华、富有和权势，为了满足享乐的私欲，凭借其 

优越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势力，占有贵重精美的 

材料，在加工装饰时尽量使之奢侈繁华，甚至矫 

揉造作，从而形成了特殊的宫廷工艺样式。其 

中的实用意义已基本失去。宫廷工艺虽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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