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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23届毕业生作品展（下）

2023 年 6 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23 届毕业生作品展如期与大家见面。在本科生线下毕业作品展中，

210 余位同学的成果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精彩呈现。三年前，清华美院推出了云端

的 2.5D 线上展览，承载和传播了 2000 余名毕业生的精彩毕业作品成果，获得了突破千万的在线观众访问。

今年，作为线下展览的有力补充，云端画廊继续延伸，2023 届全部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作品在近 400 个虚拟

展位上接受在线观众的访问。在展出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同学们以各自的方式探索作品表达的多样性和

可实现性，体现出新一代艺术人才的激情与活力。

我将宇宙随身携带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 2019 级本科丛 聪

作品《我将宇宙随身携带》现场图

作品《我将宇宙随身携带》细节图

作品《我将宇宙随身携带》部分金属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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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我将宇宙随身携带》中有句

话：“我的心就像一个牧羊人，它熟悉

风和太阳，和季节手拉手前行，跟随并

观看。大自然空寂无人的所有宁静，来

到我身边坐定。” 从这句诗出发，作者

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倡导纯粹、自由，

鼓励人们不过多关注事物的意义，而是

感受一阵风、一片云、一朵花，就像将

宇宙随身携带，感受宇宙的细腻飘渺、

清晰真切。

作者通过无序化金属编织工艺，结

合半嵌入式珍珠设计，从视觉上降低金

属的冰冷属性，展现如织物般的温暖灵

动，与金属链自身的压迫感形成矛盾冲

突但又消解融合。系列首饰主体全长 4

米，同时轻盈可佩戴，将时尚设计、可

穿戴装置、材料研究融合，实现形式美

与实用美的统一。

在设计突破方面，作品通过大体量

的造型作为首饰语言的载体，强化金属

编织的独特视觉效果；突破金属坚硬厚

重的特性，展现金属编织丰富的肌理触

感。

在工艺创新方面，创作过程没有具

体可以借鉴参考的编织实物细节，每一

步创作点都需反复尝试、对比、实验，

摸索最适合的方案。最终确定所用的金

属片每片尺寸为 10.5*5.5cm，作品共用

160 片，每片编织所需时长 2 小时，同

时每四片组装时长 3-4 小时。每一个链

条部件需消耗黄铜丝 110 米，作品系列

共编织黄铜丝 3520 米，累计制作时长

487 小时。大量的工作时间积累，完成

这件纯手工制作的大体量金属编织镂空

首饰也是在工艺方面的尝试和突破。 作品《我将宇宙随身携带》创作中

实物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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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现场折叠式骨折急救设备设计

最终设计效果

外侧效果

内侧效果

本产品是为地震灾难中的轻中症骨折患者设计

的地震现场急救骨折固定装备。

由于灾难的突发性，灾难医疗往往被人们所忽

略。但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

城市空间中，城市面对灾难的脆弱性逐渐增加。而

地震以其不可预测性、常发性、伤害之重大，为人

们所广泛关注。其中，“骨折”尤其是占比最高的“四

肢骨折”作为地震灾难中占比最大的伤害类型。

作者经过调研发现，地震骨折急救产品需要达

成轻便易携、快速使用、高质量固定的的基本要求。

于是在具体的造型上，作品使用“折叠、平面

转立体”“交叉负压结构”“模块化”等轻量化造

型方式，结合现代中西方医学如中医小夹板、石膏

固定法等固定方式内核特点，最终选择在折叠的基

础上，利用交叉负压结构的原理，来进行设计。保

证产品易于制作、使用的同时，在运输层面能够以

平面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运输和转移，方便医疗人

员的取用。

面对伤员群体的医疗需求，作者增加了产品的

药物模块，可以对具体受伤部位进行镇定、止痛、

杀菌，为轻中症患者提供一定的自我救治手段，避

免灾难时期占用重症者医疗资源。

其次，在药物模块，作者利用同样直径的圆有

无数个外切三角形的原理，设置多种不同数量的三

角模块并随机排列组合，用三角形的数量来创造医

生之间的“暗语”，帮助区分患者病情状态，避免

传播恐慌情绪。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2019 级本科邸 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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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发散

使用方式 药物模块展示与使用方法

使用效果

药物模块孔洞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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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沉默，我们的歌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 2019 级本科葛 致 承

在过量信息充斥的环境下，人们容易逐渐缺失

感受能力，思维趋于单向度。作品通过表现作者与

世界相处的状态，通过视觉隐喻的呈现，使人们能

够产生不同的感受，并以此为契机思考自己的境遇。

创作成片、分组，由一个个视觉符号汇集而成

故事，再由一个个承载故事的陶片组合而成。他们

的内容大量取材自历史、神话、童话、小说、电影

以及现实中的事件。

陶瓷材料易于塑造，有着人类最古老的造物经

验与基因。通过单纯的与泥土相处、造物，某种属

于创造的神性油然而生。它超过了人造塑料、超过

了金属不锈钢、超过了荧光屏幕，为作品注入了时

间的沉淀。

作品的制作可以分为内部支撑骨架与外部附着

瓷片两部分。内部钢架由作者和景德镇的老铁匠师

傅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完善合作焊接完成。

为了使瓷片带有自然的弧度，作者浇筑了七块

带有弧度的大石膏板作为模具，用卡纸模拟每一块

瓷片的位置、弧度和大小，并以之为形裁切泥板。

在泥板上再进行雕塑，穿孔，最终成型。

为了使作品有更加强烈的感染力，作者仿照古

罗马面具制作，使用自己的脸作为这件陶瓷外衣中

被包裹的“自我”。用不上釉的白瓷泥进行烧制来

保持它的纯洁，并刻意模糊性别。

作品以白色为基调，用多种釉组合调和出斑驳，

如同雨后的老旧白墙、阴郁的雪景或沉船遗迹。

展厅效果

《我的沉默，我们的歌》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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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环境

钢架 《我的沉默，我们的歌》, 装置 , 陶瓷 作品面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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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验设计理论的高铁内饰体验设计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20级工业设计系硕士张 兆 宇

未来的高铁不再单纯作为一种运载工具，而是

一个连接两地之间的移动生活空间，为乘客提供体

验与情感上的满足。

作者搜集乘客乘车时常见的体验情境和乘客希

望能够开展的乘车活动，归纳整理为四大类：办公

情景、娱乐情景、进餐情景与休息情景。

新的高铁设计概念中，乘车的价值与情景体验

应该着重考虑，消减列车本身作为工具的情感属性，

将列车视作一种移动的生活空间，像“客厅”一样

能够包容“多样的用户”与“多样的行为”，是一

种灵活的、亲和的、兼顾私密与沟通的公共空间。

车厢整体设计简练概括，设计皆为功能与情感

传达服务，造型、色彩、材质都力图为乘客打造一

种亲和、围合的空间氛围。

内饰整体由一个个小的舱室单元拼接而成，因

此在设计中也需要注意各类座舱的实际需求数量。

一号车头部布置了迷你的儿童活动空间，其余部分

留给休闲娱乐空间。二号车大部分面积布置了需求

最高的商务办公座椅，在端部设置了两个小包厢，

供团体出行的乘客选乘。

四类舱室中，每一个舱室都有相应独特的体验

情景与适合人群，多人包厢适合团体出行的乘客，

商务办公空间则能为乘客提供独处的私密环境、儿

童舱室则可以兼顾家长与儿童之间的乘车诉求。

效果图绘制

列车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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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互动空间

作品实体模型 休闲娱乐空间

空间中的设计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