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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陈明良：

福建省政协委员，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德化瓷烧制技艺”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夏日凉风，一丝丝穿过院门。光点
如麻雀，在地面方砖的纹饰里跳跃。满
地明媚。

贤惠的妻子已备好早茶。一袭飘逸唐
装的陈明良，端坐于茶桌前，开始了一天
的第一杯茶，用的是他的得意作品——

“竹节弦纹”茶具。
杯里头一圈圈溜圆的弦纹充满动感，

像泛开的涟漪，又像生长的年轮。在洁白
温和的釉色映衬下，茶汤呈现出瑰丽的色
泽。

“这都是用手工拉坯的。”斟茶之时，
他不经意用手略微比画了下。

手拉坯，手与陶泥之间的舞蹈，将手
艺人的体温和思想传递给了本无生命的泥
土。随着陶车徐徐启动，泥团在双手间有
节奏地拉起、压下，如同黑白琴键上的弹
奏，反复数次，泥团渐渐旋成泥柱。飞动
的手指，牵引出来自不同空间的线条。线
条出走、游离，再相遇、结合，就有了器
物的雏形。

这里头，一块泥土，一双手，一辆陶
车，简简单单，便是陈明良40余载坚守
的全部。

■ 守望窑火

7月25日，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个世界
遗产。

其中，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迹
遗址之一的德化窑址，作为宋元时期泉州
内陆地区外销瓷窑址的杰出代表，引得满
城欢庆。

东流逝水，戴云山下，瓷土隽绝，瓷
声丁零，已逾千年。每一块瓷片完好无损
地躺在泥土里，人世间的一切风尘和动荡
都没能惊扰到它。

“在梦里，我时常想起小时候，一排
排田埂间，矗立着一座座龙窑。爷爷走在
前面，我跟在后面，低下头，就能捡到带
有青花瓷纹的各种瓷片。在那里，我很高
兴，就一直捡，一直捡，直到看见窑火之
光出现。那是一个多么神秘而又有魅力的
地方……”

惊喜于泉州申遗成功，陷入回忆的陈
明良，不禁话语哽咽。“所幸，倏忽40余
载，梦里头的窑火不熄，瓷片仍在。”

出生于陶瓷世家的陈明良，从小就跟
着父亲陈天棋学习德化日用瓷的烧造技
艺。直到16岁，他开始拜师学艺，向师
傅陈其泰学习雕塑。

“跟民间日用器型不同，传统德化窑
手工工艺精细而复杂，要求极高。”同一
年里，陈明良进入了德化陶瓷研究所工
作，开始察觉到传统与艺术的差距。

但有着“陶瓷基因”良好家传的他，
选择了开启更为艰辛的训练、烧造。

洗泥、拉坯、雕刻、烧造、上釉……
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尽管看似枯燥，
但年纪轻轻的陈明良像着了魔般，不仅抢
着干活，边干还边琢磨，一遍不行再来一
遍，一次不成功再做一次，为的就是能尽
快掌握德化传统陶瓷工艺的精髓。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3年，年仅19
岁的陈明良独立创作的《千手千眼观音》
轰动了艺术界，从此在中国陶瓷界一举成
名。这件作品被行家誉为“瓷雕奇观、古
今独创”。

“当时，这尊观音立像加底座高达
1.55米，上身含手臂伸展最宽62厘米，
下身胫足部为22厘米，呈上大下小、上
重下轻状，给烧成操作带来极大困难。”
陈明良说。为此，他废寝忘食地练习、摸
索、烧造，好几次把自己整得像个“黑泥
猴儿”，旁人见了打趣他许久。

又经4年时光锻造，陈明良创办了自
己的陶瓷厂。他以德化工匠之心守着这块
圣地，用执念灼烧出美好和希望，进入了

“半生探索、半生努力”的状态。

■ 尊古为师

“瓷国明珠通中外，艺苑奇珍贯古
今”，这是陈明良一手创办的瓷艺堂的冠

顶联。记者随他走上楼，打开门的一刹
那，各朝各代的作品尽显眼前。

“这里摆放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原
来，他的瓷艺堂已收藏了3000多件历代
德化窑的陶瓷珍品。“我将藏品分为人物
瓷塑、青花五彩、日常生活器皿等几大类
别，这些是目前最为齐全的德化窑白瓷珍
贵标本。”陈明良的话里难掩兴奋。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次巧合，他
收到第一件瓷塑“立云观音”。陈明良
说，当他看到这件古代艺术品时，“我惊
讶得不能言语，无论从工艺还是技术，古
人居然可以造出如此栩栩如生的人物。”
看到古瓷塑的工艺，他开始坚定地走上收
藏之路。

“每次看到古瓷塑工艺，我都会被深
深地震撼，这些古艺术品，给了我无穷无
尽的创作灵感。”这亦是陈明良常言的，

“以古人为师，以古物为师，以心为师。”
此后，陈明良收藏古瓷的名声渐渐大

了起来。199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藏
友肖永昌向他推荐了一尊疑似清朝年间仿
明朝何朝宗的“掌上观音”，这是至今发
现的“瓷圣”何朝宗最小的一件作品。

“虽然这尊观音仅高7厘米，但其神态、
造型和开脸都让人深深折服。”和所有的
德化瓷藏家一样，拥有一件何朝宗的作
品，是他梦寐以求的幸事。

时间的沉淀和苦心学习，练就了陈明
良“毒辣”的审美眼光。一睹该作，他眼
前一亮，“除了何朝宗本人，再也无人能
有这般出神入化之境界！”几经波折，他
最终将这尊“掌上观音”收入囊中。

时至今日，他还经常拿出“掌上观
音”轻轻擦拭，与自己的作品对比，从中
寻找自己技艺上的不足，通过反复揣摩，
让创作得到更大的提高。

明代是德化瓷人物雕塑产生和发展的
重要时期，特别是何朝宗艺术独创“捏、

塑、雕、刻、刮、削、接、贴”八字技法，
将德化瓷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而何朝宗博取各家之长，独具一格的
“何派”艺术，让陈明良如醍醐灌顶。在何
派瓷雕艺术的影响下，陈明良注入心血首创
大型中国白瓷塑《百态观音》，这也是他的
经典作之一，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扑在观音瓷
塑上的创作成果。从构思到成型，他花了整
整5年时间。而造型不一的一百尊观音，表
达着同一主题“大慈大悲、普度众生”。

典雅明镜，如脂似玉，是许多人初见陈
明良作品的印象。在不断地创新过程中，他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成功再现了

“象牙白”“猪油白”“孩儿红”等明代以来
才出现的釉色，业界誉其“深谙‘瓷圣’何
朝宗瓷雕技法”。加之，严苛的他对作品精
益求精，有时候一年创作10多件艺术品，
却最终只挑选一件精品，许多海内外藏友对
其作品可谓是“一件难求”。

当水平达到一定的境界时，艺术审美比
较的将不再是刀工、雕工这些基本的技艺，
而是瓷塑作品其神韵的流转和内涵的表达。

“正是深知这样的艺术规律，我希望我的每
一件作品都能融入一定的思想，成为真正的
艺术品。”陈明良说。

那尊“掌上观音”，他会一直擦拭下
去。是回忆，是鼓舞，也是砥砺……

■ 化瓷成桥

下楼来，重新落座于朴素的茶桌前，陈
明良边续水斟茶，边在氤氲的热气里吐露多
年的忧虑，“还是不够！”

他的理由很有意思——期望创作更多的
作品，让外国友人能够明白中国的符号、听
见中国的声音、看懂中国德化的故事。

2017年 9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
会晤期间，陈明良的作品《日光》被选为国
礼赠送给与会嘉宾。

“这是中国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名片。”自
接到任务，陈明良一点儿不敢懈怠。他坚
信，“中国白”将让外国人爱上中国陶瓷。

一年时间里，他边参考宋元时期出口的
瓷器，边设计了一系列中国元素的组合，单
件造型30多种，有繁花似锦、祥云、节节
高……经过几轮筛选最终选择如意尊为基础
造型，并将闽南特色如厦门日光岩、闽南古
厝、泉州南音，以及中国竹等元素加入，特
意设计5个竹节，寓意金砖五国互惠互利，
繁荣昌盛。整件作品造型大气，工艺精湛，
让“中国白”成为世界交流的文化使者。

“德化陶瓷天生有‘海丝’基因，‘一
带一路’走出去，‘中国白’正是非常合适
的‘语言’。”陈明良介绍说，早在宋元时
期，德化白瓷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出口商品，助推了泉州港的兴盛；而
今，德化更是成为中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
生产和出口基地。

2019年 9月，作为国家非遗“德化瓷
烧制技艺”的主要代表，陈明良全程参与泉
州“非遗”文化体验工作坊走进非洲多个城
市，让非洲人民深刻感受到了深厚的中国传
统手工艺术底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有趣的是，在非洲期间，每到一处，
陈明良都随身携带着瓷泥，现场展示瓷塑
技艺，不时捏塑一个小头像送给当地群
众。“这比合影来得丰富。”他认为，照片
只有一个表情，但捏塑出来的人像却可以
有N种表情。

此后，深入全国17个省区市，推介多
彩“非遗”；前往泰国、韩国、法国、荷兰
等多个国家举办作品展，推广中国德化白瓷
……陈明良用自己的行动将德化陶瓷带向世
界的舞台，让世界共享“中国白”的魅力。

同时，陈明良发掘、扶植和培养了不少
人才，正式收了30多个徒弟，大都从小就
学习瓷塑，接受过专业的美术教育。在陈明
良的工作室里，他们重新寻找创作方向，并
在师傅的指导下追求本心，提升技艺，目前
已有9位是省级陶瓷艺术大师，成为德化陶
瓷行业的新一代力量。

“我只是为他们铺铺路、搭搭桥罢
了。”一向谦和、儒雅的陈明良总说，他只
是在奉献自己的失败教训，让徒弟们少走
弯路而已。

■ 履职“密码”

2018 年，陈明良成为福建省政协委
员。从德化县政协委员到泉州市政协委员，
再到省政协委员，他对政协很有感情。

作为政协委员，陈明良关注最多的是德
化陶瓷文化传承。位于德化县龙浔镇的丁墘
村，具有丰富的陶瓷文化资源，其科技园区
范围大约0.6平方公里，成立20多年来培养
了5位国家级大师。陈明良有空档了，就常
在那里与大家共议传统文化发展。

“要充分挖掘、整合德化县丰富的红
色、陶瓷、宗教、民俗等旅游资源，制定专
项规划，以‘瓷帮古道’延伸，结合德化县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陶瓷文化资源，建
设海丝路上德化陶瓷艺术世界级的‘大师部
落’，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多次深入调研
后，在去年福建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
陈明良提交了《关于促进建设海丝路上“陶
瓷大师部落”的提案》。

“文化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
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几年，陈明良提
交的提案大都关于文化——

2018年，建议以旅游业发展促进农业
文化遗产的生存和传承，建立卓有成效的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形成政府保护传承与
企业投资开发的良性市场发展模式，形成全
方位、有特色、可复制的开发路径，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2019年，呼吁与“一带一
路”沿线城市举办“一带一路”海丝文化相
关论坛，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跨境电商，
建设“数字海上丝绸之路”……

“如何提高履职实效？”，与其他政协委
员交流，陈明良总是会心一笑，道出履职

“密码”——“好管闲事”。
“不但要多看多想，还得总爱问问，哪

怕村里头修条小路，也得上去打听一番。”
陈明良说。

对于履职，陈明良一直有着火红的热
情，正如他对陶瓷事业一般。

陈明良：“为赋心瓷”不言悔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我小时候就爱玩泥巴，没想
到，一不留神就玩了40多年。”

甫见到陈明良，他温文有礼的举
止，对儒释道三家典故信手拈来……
无不流露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生活中，陈明良亦是一位爱读
书、有文化担当的手艺人。他说，他
把阅读当做与传统文化的一种“对
话”，从中寻找最朴实的灵感。

对陶瓷艺术，陈明良近乎痴迷。
他的夫人常说他是“瓷痴”：“每天，
他都会花大量时间泡在工作室里，还
把自己的作品当成老朋友，一日不见
就不舒服。”面对诸多的社会活动，
陈明良仍要求自己每天都要静下心来
看书、创作、打磨，数十年如一日，
十分自律。

当记者问及“这样的生活会不会
枯燥呢？”他甚是温和地摇了摇头，
微笑着说：“我不断学习新知识，创
作新作品，研发新工艺，从不缺少新
鲜和热情。”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精神的富
足，让他内心始终火热……随着交谈
的深入，记者渐渐从他身上读懂了什
么是匠人匠心。

在常年与陶瓷打交道的过程中，
陈明良早已将文化传承与自己的事业
联系在一起。“陶瓷是人们开阔视
野、感受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彰显
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独
特魅力。”陈明良对陶瓷的社会功能
看得明白。

“我是一个手艺人，传承是最大
的责任。”陈明良的话语透着真挚、
透着美。

为瓷辛苦为瓷痴
本报记者 王惠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