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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陈铎觉得，生活就像景德镇的夕阳，在永恒中孕育着无穷的变化，日复一日的变化又像是对永恒的注脚。

他和妻子黄少敏的“毫厘”已经三岁了。三年前，他们寻到景德镇这方陶瓷净土，脚踏在这片厚重的土

地上，叩开了陶瓷设计这扇大门时，他们只觉得自己似乎是景德镇的“毫厘”，微小、不起眼，却有无穷的可

能性。三年来，他们在设计界悄悄深耕，参加伦敦设计周、中国国际设计师作品交易会、设计景德镇、衡山和

集、Maison Shanghai、Design Shanghai设计上海等展览时，他们最开心的就是每一次都能认识更多的朋

友，有更多的设计爱好者和同行认可自己，也能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设计市场。现在的“毫厘”，无论线上还是

线下，都有了更多互相了解、合作顺利的联络伙伴。而景德镇的生活，则为他们提供了闪亮的设计火花。在这

一个陶瓷重镇，传统的陶瓷技艺大部分得到了很好的传承甚至发展，这使他们能不断深入地了解陶瓷的材

质，挖掘新的设计工艺，他们已经不是曾经对陶瓷技艺一无所知的新手了，可是在景德镇这个千年瓷都，难道

还有谁不是新手、不需要不断精进技艺吗？用“虚怀若谷”来描述这对夫妻非常恰当，在他们看来，景德镇实

在有太多的良师益友了：以陶瓷为主体进行创作的朋友，可以为他们提出设计和生产的意见；其他材质领域

的朋友，则会在材质的交流中相互激发创意。朋友间的交流聚会里，除了欢声笑语，更多的是灵感上的互相

激发。无论是相同材质还是跨领域的，每个人开始时的小点子总能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得到完善，再经过自己

的推敲改进，让作品能够被更好地呈现。而事实上，除了陶瓷，他们已经在尝试一些新的材质了，比如金属材

质的首饰。从陶瓷首饰转到金属首饰，这一转型为负责设计的黄少敏带来了快感，毕竟，新的开始就意味着

一次新生，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年来，他们欣喜于自己的成长与变化，可对他们而言，永恒的不变才是他们创作状态的底色。品牌虽然

在不停成长，但它的内核是不变的：从生活的细节之中发现美。他们秉承着这一创作理念，在景德镇这一隅相

对封闭的天地中认真生活，他们不用刻意去寻找美了，因为美是不会放过认真且温柔地生活着的人们的。某

天的回家路上，他们两人都工作得有点儿累了，疲惫间一抬头，他们好像看到缪斯了。那是怎样的美啊，“画

师”在天空这张巨幅的画布上挥洒出蓝、粉、淡黄的颜色，它们松松地排布着，望着那片隽永的蓝粉、柔和的

黄粉，天空似乎在向他们低语。为了把那天看到的夕阳的感觉还原到产品上，他们创新了釉色，调制粉色、蓝

色、黄色这三种颜色，将它们进行融合，再处理表面的光泽度，调整两个颜色在器皿上各自所占据的面积。看

着最后成型的作品，他们好像回到了那个神秘迷人的傍晚，这让他们很满意。美是需要被铭记的，更需要被

传播，不是吗？

就像天空将在永恒中呈现出无穷变幻一样，他们也会坚持发现美、创造细节之美的初心，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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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无创意不生活！型创意志

 天色 Color of the sky
一天当中最富变化和美感的莫过于朝霞跟夕阳，是不

是该把这两个时刻的天给捕捉下来，摆放上最让自己满足

的食物。也许再拍几张照片，告诉自己的三五好友：“看，有

‘天色’在陪我分享这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和最妙的美

食。”

 折痕 Crease
凸起为折，凹陷为痕。卷起，翻折，好像童年时的折

纸。这个是杯，那只是碗，一道折痕，足以成型。集中和延

展，棱角和圆润，多彩和单一，这些反差组合在一起，依然保

持简单的外表。折的凸起，痕的凹陷，在手掌和手指的触碰

下，完美契合。

 有耳 Ears
古时，人们一般将器皿的把手称为“耳”，而“耳”又是

人的听觉器官。设计师希望让人感觉到器皿本身也能够聆

听。在简单的器形上加上一对“耳朵”，配上透明的主体，看

透了花器的外表，也就聆听到了植物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