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昌发：1976年出生于龙泉宝溪，工艺美术师，龙泉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龙窑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入行后跟随岳父——高级工艺

美术师廖小林从事青瓷烧制，后拜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张晞为师。

2015 年与妻共同创办“匠心”青瓷工作室。其作品造型简洁，典雅大

气，釉水温润如玉，既具有传统青瓷之古朴风格，又富有现代青瓷之审

美情趣。《龙耳洗》获 2014 上海国际礼品工艺品创意设计展览会金奖；

《双耳炉》被浙江省博物馆永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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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瓯江·艺苑

陈昌发：坚守匠心 传承匠艺

在龙泉青瓷界，陈昌发和廖丽聪是一

对让人羡慕的青瓷伉俪。丈夫拉坯、修坯、

烧窑；妻子设计、刻花、施釉……两人默契

合作，一路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今年 9 月

中旬，陈昌发夫妇受邀来到成都，参加当地

组织的一场粉丝见面会，分享交流青瓷文

化，受到发烧友们的追捧，成都电视台还专

程作了采访报道。

作为一名在古龙窑边长大的宝溪人，

陈昌发虽然从小受青瓷文化熏陶，可原本

生性好动的他，并未一开始就从事青瓷制

作，而是在外闯荡多年后，在妻子建议下，

才开始跟随老丈人——高级工艺美术师廖

小林学习青瓷制作技艺。

“因为性子的缘故吧，一开始我是坐不

住的，但通过学习制瓷，让我慢慢地静了下

来，也许这就是青瓷吸引我的关键所在

吧。”有时为了做出一件让自己满意的器

型，他会废寝忘食，反复练习。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正是这份执着和刻苦，让陈昌

发具备了扎实的制瓷功底。

2015年，陈昌发夫妻俩创办了“匠心”

青瓷工作室。“我俩就是普通的青瓷匠人，

取‘匠心’，就是时刻提醒自己要勤勤恳恳、

甘于寂寞，精益求精、多出精品。”夫妻俩将

自己对“匠心”的朴实理解，融入到青瓷制

作之中。多年来，两人坚守匠心，制瓷技艺

不断提升，创作出一件件优秀作品。

《忆江南》是陈昌发 2016 年时创作的

作品。那年夏天，从杭州归来的他，没多久

就创作出了这件作品。“为追求水景相融效

果，我特意将盖罐盖面设计成平面，再用浅

浮雕手法，将西湖美景雕刻其上，梅子青釉

之下让西湖美景若隐若现。然后将盖钮设

计成塔状，既方便拿捏，又能体现三潭印月

元素”，他移步换景，巧妙地呈现西湖美

景。

师父张晞是龙泉青瓷传统龙窑烧制技

艺研究会会长，在师父指点之下，从 2017
年开始，每年不少于一次的龙窑柴烧开始

成为陈昌发的规定动作。龙窑柴烧往往耗

时长，有时为了烧一次龙窑，就要准备数

月。而且因为柴烧充满不确定性，导致成

品率极低。但在行内人眼里，龙窑精品相

比气窑，则更具有生命力，更具有艺术价

值。多年来，每逢陈昌发龙窑开窑时，总会

吸引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青瓷收藏者前

来，一同见证龙窑柴烧的独特魅力。

两位来自河北沧州的青瓷收藏家，曾

经为了目睹他的柴烧制瓷，特意来龙泉，足

足“盯”了他半个月。半个月后，藏家已经

被他的技艺所折服，还结下了深厚的情义，

现在他们不仅是陈昌发生意上的伙伴，更

是生活中的朋友。“我每年龙窑开窑，他们

都会亲自过来，给我最大的支持。作为青

瓷手艺人，遇到欣赏你、信任你的藏家，我

觉得，这是制好瓷器的最大动力。”说起这

些藏家，陈昌发言语里透露着满满的幸福

感。

坚守匠心，传承匠艺。陈昌发每天的

工作重复而单调，但他却乐此不疲。“匠心”

让他在这条制瓷之路上走得更加坚定，生

活也因制瓷而变得更加美好。

记者 吕恺 洪峰

忆江南 该作品由丽水日报社艺术展示中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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