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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瓯江·艺苑

“穿过四季的埋伏，触碰稻田的风言絮语，

听见山涧在咳嗽，于是怀揣泥土，耐心地把梦

里的世界，一个个摁进去，佐以热情，它们便有

了瓷的模样。”“只有在做青瓷的时候，我不用

遥望的姿势，而是用手在世间穿行，在万千瓷

泥中把我见过的春天找出来”……陈雪宁喜欢

用文字记录下每次与青瓷不一样的邂逅，并将

这种对制瓷的理解不时添加留存在手机里与

大家分享。

初识陈雪宁，是 2018 年 11 月份在丽水举

办的“90”集合青瓷生活美学展上。当时她还

未出师，她参展的一组花器作品，在展厅里格

外显眼。而以作者身份站在展厅现场的她，一

米六八的高挑身材，精致的五官，甜美的笑脸，

同样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雪宁出生于龙泉市查田镇溪口村，这里

有著名的溪口窑，与金村窑、大窑一起并列龙

泉窑著名的三大窑系。陈雪宁从小对溪口窑

青瓷文化耳濡目染，当她高中时接触到龙泉青

瓷后，便开始对龙泉青瓷情有独钟，一发不可

收拾。

毕业后的陈雪宁，开始拜入中国陶艺大师

陈爱明门下，专业学习制瓷技艺。“师父对我们

这些徒弟们要求都很严格，不论男女都一样。

通过跟随师父的学习，让我从原本的浮躁变成

了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制瓷，连我妈妈都说我

像变了个人一样。”陈雪宁说，从最基础的拉

坯、修坯，到刻花、施釉等各环节，在师父手把

手传授下，她在制瓷技艺上的掌握也越来越全

面。

“师父带我去了很多地方看展，学习到很

多，不单单是技艺上，还包括为人处世方面。”

陈雪宁笑着说，到目前为止，虽然她是在师父

身边学艺呆得最久的女徒弟，但现在想想五年

时间还是觉得太短。

长达五年的学习，陈雪宁秉承师父一直信

奉的“从小事做起”的从艺理念，力求作品细节

的完美与细腻，久而久之，也让她最终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制瓷方向——主攻刻花。

刻花作为青瓷装饰技法之一，通过与釉色

结合使得作品呈现丰富主题，表达出多元的意

境。多年学习，使得陈雪宁的刻花技艺更加细

腻灵动。“我喜欢刻刀刮在素坯表面上发出的

沙沙声，通过刻刀刻画出自己心中所想，不论

是花草树木，还是山海云天，都可以成为我想

表达的，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青瓷艺人很幸福

的事。”为了更好创作，她细心观察窗外绿植

的生长，时常走进乡间田野，捕捉和激发创作

灵感。

2018 年年底，“雪宁”青瓷工作室开张

了。一个“95”后女生开始了自己的青瓷逐梦

之路。租房装修、设备添置、材料准备、装窑试

窑……外表柔弱的陈雪宁，俨然成为一名“女

汉子”，连搬瓷土釉料、煤气罐等体力活，都亲

力亲为。

“别人可以帮你一次，但不能帮你一辈

子。体力活不像技艺，可以用时间来磨，所以

还是要靠自己。”陈雪宁说，虽然干这些体力活

会让自己全身酸痛，但这都是制瓷必经之路，

既然选择了就要好好承担。为了制瓷方便，陈

雪宁还将留了数年的长发剪成短发。

雪落无声，宁以致远。一个拥有平稳静谧

心态的“95”后青瓷女艺人，不为杂念所左右，

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沉浸在深爱的青瓷世界

里，相信厚积薄发的她，一定能够走得更远！

记者 吕恺 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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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宁：1995 年出生于浙江龙泉。先

后毕业于龙泉市中职校陶瓷工艺专业和景

德镇陶瓷学学院。2014年起师从中国陶瓷

艺术大师陈爱明，学习手拉坯制作成型、刻

花等青瓷技艺。2018年创办“雪宁”青瓷工

作室。其作品造型简约大方，线条清新流

畅，装饰淡雅脱俗，富有艺术表现力。《望》

《美人妆》获浙江省第五届青瓷传承与创新

设计评比大赛银奖，《盛夏》获第十一届中

国陶瓷艺术大展铜奖，《倾青》获第九届中

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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