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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1945年出生于建德，省级“台州刺绣”代表性传承人。196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同年进海门绣衣厂从事

绣衣图案设计，曾任椒江新艺绣衣厂副厂长，现任台绣艺术馆名誉馆长、台州市台绣刺绣研究所所长等职，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首批浙江省工艺美术行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陈克骑着自行车，沿凤凰西路穿过几条街巷，熟练地来
到云西小区。

一处不起眼的门面旁边，简单挂了个“椒江网艺秀文化创
作工作室”的牌子，就是工作室了。房间不大，由车库改造而
来，看着还是简陋。路边的老邻居跟陈克打招呼，他笑着招手。

前不久，他获得了“浙江省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到了
这个年纪，荣誉不会带来太多的激动，他还是按自己的节奏
过日子。

工作室内倒是大有乾坤。墙上挂着些装裱好的作品，迎
面就是一张陈克自己的画像，旁边还挂着风景照、水墨画，但
凑近些，能看到玻璃下藏着密密麻麻的针脚，原来都是刺绣。

楼上是陈克的旧居，搬离后，成了他的自留地。走上两
步，很容易就能嗅到房间里积沉的“艺术”味道。绘图工具、
半成品、小样，散布在房间各处，桌上的染料瓶尚未干透，其
中一间屋子还被他改成了暗房。

平日里，他就在这鼓捣、折腾。退休后的大部分作品，都
是从这片天地“生长”出来。

陈克旧居的书柜里，还藏着不少“好东西”。
有一部分，是他收集的台绣历史材料，还有一个卷宗，

里面是他从艺后攒了60年的花稿本。
打开本子，纸页翻过，各种手描绣花稿，见证了台绣行

业的美学变迁。哪一年流行什么图案，清晰可见。
说到台绣，陈克是绕不开的那个人。

一

从事台绣，不是陈克自己的选择。
1964年，陈克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不少同学被

分配到了电影制片厂等单位，他左等右等，却被通知前往浙
江省二轻局报到。去了二轻局，也没留在杭州，那时三年自
然灾害结束不久，社会正在恢复，组织告诉他，基层急需他
们这些具备现代工业设计意识的人才，让他前往援助建设。

陈克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海门绣衣厂，二是黄岩翻簧
厂。台绣和翻簧，美术生出身的陈克哪个都没接触过，秉持“哪
里有困难就去哪里”的原则，他便任由组织分配，去了海门。

彼时交通不便，从杭州到黄岩，车要坐上整整半天。大
巴在黄土岭盘绕颠簸，19岁的陈克有些心怯。到了海门，绣
衣厂的厂长过来接他，看到他小小的身板拎着铺盖，走两步
停两步，便主动帮手。但他想到临行前母亲叮嘱，莫要把铺
盖交给人家，死死攥在手里不放。

这么“一张白纸”，飘到了海门绣衣厂的“染缸”里。
陈克是去当设计师的，但与他预想的不一样，厂里没有

马上安排他上岗，而是先让他在车间劳动一年。
台绣绣在布上，布料需要过水处理。初来乍到的陈克就

负责烧炉煮“画”。他要把肥皂切碎，拿水化开，变成皂液后，
把布放入锅里，用竹竿搅拌，半小时不停。然后，再把布挑出
来，用清水洗净。那时没有洗衣机，全是手洗。陈克用尽全身
力气搅动水中布条，如打方向盘，每每精疲力竭。

但这还仅仅是体力上消耗，很快，他迎来真正的挑战。
图稿是绣衣的灵魂之一，当时海门绣衣厂急缺设计师

画稿，厂里除了几个老师傅，人才青黄不接。劳动不到一年，
陈克就被领到了设计部门，师从应大玉，画起了图纸。

刺绣前要在底料上描好要绣的纹样，行里叫“描花”。应
大玉知道陈克美院附中毕业，一开始见他，也不多说，只是
淡淡一笑，让他先画。

绣衣图纸都是手描，初一上手，陈克只觉得相当容易，
与他在校时所涉创作，难度上天差地别。但画完一张，应大
玉却只摇头。再画几张，仍是不过关。

“我哪里知道，寻常作画只是作画，但绣衣图纸，它是工
艺流程的一环，涉及的方面多，里面学问大着呢。”陈克回忆
说，“后来，应师傅才告诉我，‘描花’的图案不能太大，也不
能太小。大了，用到的针线会增加，成本高了；小了，客户会不满
意，觉得偷工减料。”

这一点破，原本作画自由的陈克，猛觉天地都变得狭窄，
难受了起来。日日画图纸，还不能变化，实在枯燥。

后来，他发现台绣的工艺，不似画作有色彩、明暗，全凭线
条抽、拉、雕来制造效果，作为设计师，他的画功没有发挥的空间。

那阵子，陈克心里觉得苦闷，自己心向艺术，难道就要
被禁锢在这样一个“工业”岗位上了吗？

他原本叫陈寿禄，为了给自己打气，便将名字改为“陈
克”，寓意克服困难。

二

虽然现状并不如意，但日子总是要过，工作也还要干。
至今回想，陈克仍是感谢应大玉，带他从头做起。

那时厂里穷，设计师连尺子都没有，应大玉就教他用手
比划丈量。譬如绣葡萄图案，不能大于指甲盖；线的档口大
小，要以手指不能插进去为准；肩膀和腰部的尺寸，用手一
握一托，也就大致有数。

这些学问，都是从实践中来，与校园里的知识不尽相

同，但从应大玉这些民间艺人身上，陈克也感受到一种生命
力。明明是戴着“锁链”的创作，但老一辈的台绣人，却能从
商业求生中，发展出众多惊人的技法。

除了学问，还有人情。
绣衣设计出来，总要人去缝出来。渐渐地，陈克也与厂

里的绣娘们熟识。他才知道，台州原来有这么多人家，靠着
绣衣养家糊口。自己设计出来的图稿，最终是要经过这些绣
娘的手，变为成品，出售赚钱，产生经济效益。

“台绣不止是艺术，它要务实，不能只想着自己画出来，
还得想人家能不能做出来。”多年后，陈克这般说着。

当然，骨子里的创作劲头，是按捺不住的。
真正让陈克在台绣中找到归属感，是1967年设计的一

款枕头套。
那时，陈克已入行几年，学生气被磨去不少，对于台绣

的技法、特点，也逐步了解。但他经过专业的美术熏陶，总是
不安分的，慢慢尝试“戴着锁链跳舞”，在台绣原本的做法
上，加入自己的思考。

绣衣厂生产的枕头套，传统都是白的，不着色彩，全以
线条勾勒。那次，陈克却一改惯例，运用不同颜色的贴布作
为装饰。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已是平常，但在当时，却是一次
创举。这款枕头套一上市，就卖得火爆。这也让陈克意识到，
面对市场，创新之路，或许走得通。自己设计的产品大卖，让
他收获了成就感，与台绣的距离，感觉又近了。

这以后，陈克常有奇作出炉。他总是求新求变，孜孜不
倦在形式和内容上寻找独特的设计。

初期，他在设计绣衣厂惯常产销的衣、巾、鞋、帽上，做
小范围的创意，后来，则愈发注重整体设计和工艺，逐步将
产品做成作品。

陈克有收集的习惯，所有的花稿都会装订成册。到上世
纪80年代，他的花稿册子已经很厚，其中图案丰富精彩，不
少新来的设计师常常会围在他的办公桌前，翻看参考。

台绣的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林霞，彼时也在那群年轻
的设计师当中，她回忆起陈克的花稿：“一般师傅的花稿都
是用圆珠笔或钢笔画的，陈大师却会用毛笔，所以他的作品
都会有一种线条的圆润感。”

林霞 1979年进海门绣衣厂，跟的师傅不是陈克。但她
也是学美术出身，对艺术有一份天然的追求，这使得她与陈
克每每相谈甚欢，到后来，两人的交流反而是最多的。她印
象最深的，就是陈克对于创新的追求永不停歇，只要谈起台
绣的改良和突破，这位老师总会滔滔不绝。这份师生的情
谊，也延续到今天。林霞担任台绣艺术馆馆长，陈克则担任
名誉馆长。

“他在台绣这片土壤上播撒，编织他艺术的梦。”林霞这
么评价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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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第六届国际春季博览会
上，一件“真丝全雕叠袖旗袍”作品，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传统旗袍上的刺绣，大多以花草为主，而这件旗袍上，
风光大好。西子湖畔，皓月当空，古城飞雁，大江大河，山川
壮丽，车马漫游……诸多中华名胜，打破时空，跃然衣裳之
上。而旗袍的领口、摆沿、袖沿，都装点着硕大饱满的“葡
萄”，展示了“海门葡萄王”和“海门雕平绣”的精湛工艺。

这件旗袍作品在博览会上好评如潮，最后收获金奖。
作者正是陈克。博览会召开前，省里通知作品上送，任

务落在了他头上。摆在他跟前两条路，走保守路线，以传统
工艺做精做细；抑或借此机会，跳出传统，一展心中奇思妙
想。最后的结果，陈克显然选了后者。

陈克将之称为“画改绣”，其中难度不低。平时作画，着
墨上笔就是，但要把画绣到衣服上，则需要把众多绘画技巧
以线条体现。台绣的图纸上，设计师会在各个环节备注工
艺、技巧，陈克的图纸是最复杂的，每一处都要写明写细，否
则再有经验的绣娘，也未必会绣。

这次的作品，可以视为陈克入行 20年的一次总结。他
将自己的美术功底、审美情趣与扎实的台绣设计业务相结
合，刷新了世界对台绣的认知。

那之后，不仅真丝全雕在市场上火热一时，绣衣厂也因
这次拿奖受到上级表彰，全厂员工加了一级工资。

同事们看到陈克，纷纷说：“这都得谢谢你！”
受到陈克的影响，接下去那几年，厂里年轻的设计师们

也鼓足了劲，在设计上下苦功，出了不少新式样。
陈克也未停下脚步。到了1990年，他敏锐地关注到，从前流

行的黑蓝灰，在市场不再流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穿花衣服。
但彩绣并非台绣的长处，不及苏绣等有优势。此外，要

在绣衣上增添颜色，惯常的做法，是先在线上染色，再依照
图纸缝纫，如果要大量生产，成本也会提高。

陈克开始思考，有没有办法，直接在绣好的衣服上涂抹
颜色，节省成本和时间。

他翻阅古籍，发现西周时就有“绣后涂彩”的技术。1976
年，陕西宝鸡茹家庄曾出土周朝冕服碎片，刺绣的颜色就是

在刺绣以后平涂上去的。
这让他坚定了工艺创新的目标，马上开始实验。但试过

几次后，他很快发现，若是直接在绣好的布上染色，又会痕
迹过重。一时冥思苦想，苦苦寻求答案。

一天，他想起少时的恩师。
一位是初中的班主任方锦玲。方老师觉得陈克有美术

天赋，推荐他去浙江美术学院附中，他一直视为恩人。方老
师教化学，上学时陈克听得认真，所以对于颜料、试剂，他也
颇有了解。他想起一种促染剂，假如用于绣衣的上色，可以
改善颜色的均匀度，也可改善染色渗透性，缩短染色时间。

另一位，是在浙江美术学院附中时给他授课的水彩画
家马玉如。他常见马老师将纸喷上水，于将干未干之际涂上
各种颜料。这是水彩里著名的湿画法，他本是懂的，但此刻
却如当头棒喝，豁然开朗。

促染剂加湿画法，对于“绣后上色”，岂非绝配？
他立刻上手，将布料浸湿，在干到大半时，借助促染剂

涂上颜色，成品效果绝佳。
陈克回忆，彩绣上市后，不仅顾客喜欢，卖的人也喜欢，

一来确实卖得好，二来颜色艳丽，一改从前单调，经手之人
纷纷叫好，可谓社会和市场双丰收。

在林霞印象中，工艺使用后，0.5厘米的针脚变成了1.2
厘米，2小时的工时，直接缩了一半。

“彩绘不仅绣衣厂在做，很快周边厂家也开始模仿生
产，虽然效果不如陈老师自己设计的，但也赚得盆满钵满。”
林霞说。

到这时，陈克已在台绣的道路上跑得不亦乐乎，哪还记
得来时的烦闷。

四

“我追寻的是纯艺术的美好，陈大师一直追寻的是艺术和
商业的极致结合。”林霞这样描述两人关于台绣的不同理念。

这对师徒在艺术道路上的小小分歧，源自他们不同的
生活经历。

于陈克而言，他始终忘不了昔年承接缝纫业务的十万
绣娘。

“台绣设计绝不能信马由缰、天马行空，风筝放得再高
再远，那条线得连着地。”陈克说，“你设计的作品，一定得让
人家能做出来，人家指着你吃饭。”

因为这样的责任感，陈克的创作，总是以面向市场为前
提。他讲求艺术效果好的同时，追求生产的高效与受众的接
近度。

同样是美术，与不少同年龄段的画家不同，陈克并不寻
求极致手工的所谓“温度”。他不排斥各种各样的科技工具，
甚至不介意“触电”。

女儿是浙大计算机系毕业，2000年开始，陈克就让女
儿教自己怎么使用电脑。他研究PS等数码绘画技术，早早
使用网络素材和打印技术参与台绣创作。

在创造“绣后上色”的工艺后，他也不忘继续借助新技
术改进。绣衣上市，对色牢度有要求，得需三级以上，五级最
高。最初，绣衣厂生产的彩绣，色牢度只到三级的门槛标准，
陈克一直心心念念，进一步提高品质。后来，他又研究出高
温上彩工艺，通过数码技术将高清图案打印在纸上，再经过
200度高温复刻到绣品上。

陈克工作室内悬挂的作品，正是使用这类工艺制作的。
通过高温染色和陈克在针线处理上的设计，作品上的色彩
变化、明暗比对，都比寻常台绣要丰富许多。当年刚接触台
绣时，陈克苦恼自己的画功无法在绣品上体现，几十年下
来，被他以各种工艺一一补足。

2016年，在“第三届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中国地区评
审活动中，凭借作品《非常漂亮的鱼》，陈克成了台州第一位

“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
这件作品，正是陈克使用高温染色的办法完成的。水中

的游鱼立体生动，结合了台绣与油画的特点，兼具造型和光
影效果。

当时参会的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执行主席王山评价这幅
作品：“用传统刺绣的材料和针法，但作品的造型极具现代
感，绣在桑蚕丝绡上的两尾黑色金鱼，几欲冲出画面。”

退休多年，陈克仍在工艺道路上耕耘不止。
近些年，他又摸索出一套蒙丽纱装饰绣画新工艺，以丝

网作为材料，运用剪、撕、绘、折、蒙层等多种手法，呈现层次
多、动态强的视觉观感。

“我是不会刺绣的，设计完了，总要有人一起来完成。”
陈克笑着说，“这套工艺，倒是自己就能尽情折腾了。”

如今，在陈克眼中，万物皆可刺绣，万物皆可入画，平面
与立体，艺术与商业，存乎一心，来去自由。

他看到年轻人间流行汉服，就觉得用台绣去做披肩、背
心肯定有市场。一幅扇面，到他手中，他就想到若是新郎、新
娘形象绣在正反两面，婚庆市场一定火爆。他还对电脑绣感
兴趣，因为AI比人精准，良品率更高，更能批量生产。

只是年至耄耋，体力终究大不如前。从家里到工作室，
几分钟的骑行路程，可他去得少了。

老人已过了日日创作不歇的阶段，但他还是禁不住想。
越是没体力，越是满脑子的灵感，源源不断，台绣的创作和
创新，早成他的本能。

“念起念消。有时手痒，想想又算了。”陈克笑着说，随即
补充道，“但要是做，肯定不会失败。”

五

对于台绣的传承，陈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应大玉师傅去世后，陈克就起了整理台绣技艺的念头。

1971年，他编写《绣花生产手册》，1975年，又汇编了《台州绣
花针法集》。他用一年的时间，将台绣刺绣艺术中的200多种
针法整理出来，成为今天台绣非遗的珍贵材料。

工作室一角墙上，贴着台绣的针法图案。“这是平胖、垫
胖、斜胖、开格……”老人指着墙，给记者介绍，一说起来就
停不下来。

在林霞记忆中，陈克也是最早推动台绣技术规范化的
人，许多标准沿用至今，给后来者学习、使用，提供了极大帮
助和便利。

退休后，陈克又花时间四处走访，寻觅台绣历史，考证
台绣流传脉络。在他的旧居书房，放着厚厚几大叠材料，不
少老报纸、旧文章，他不轻易示人。

这些年来，只要是为台绣站台，或是给人家讲课，他总
是欣然前往。台绣艺术馆成立时，其中藏品，几乎全由他收
集、摆放。

他自建了一个“网艺秀”微信公众号。平日里，他会在上
面发一些回忆散文和艺论，还写了不少关于著作版权的文
章，探讨绣花图稿与绣品的著作权关系。翻阅公众号，字里
行间，都是对台绣行业发展的关心、反思和记录。

有人拿他当年的“全雕叠袖旗袍”工艺伪冒专利，他坚
决捍卫著作权，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申请，历经
半年，赢得申诉。

他总是跟后辈讲，传承的难点，是非遗工艺难以产生经
济效益。

“赚不到钱，就没人去学。”陈克说，“所以学台绣，就要
想办法去赚钱，让行业持续下去。”

林霞偷偷告诉记者，陈老生过她的气，觉得这个徒弟太
专注于艺术的探索，飞得太远。“他常与我说，要记得落地，
去推广、普及台绣的商业化。”

但没当着林霞的面，陈克却说：“我后继有人，脸上有
光。有些大师，来回都是自己。在我看来，老话说要百子千
孙，台绣最好也有满堂红。”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陈克陈克：：台绣宗师台绣宗师
台传媒记者陶子骞 徐张华 /文

小时候，在邻居家看到一幅绣花电视
罩，觉得很美，但不会深究这是哪里的产
品。直到前阵子，去陈克先生家采访，瞥见
他简朴的客厅墙挂着绣作《非常漂亮的
鱼》，才勾起回忆：原来是台州绣衣厂的产
品，分明出自陈克先生的手笔。

在蔚为大观的手工艺文明中，刺绣是
最堪装点生活的品种，而台绣在琳琅满目
的民间刺绣王国里，因其工艺独特而蜚声
中外，更因其产业化而走进寻常百姓家。

如今，作为国企的台州绣衣厂已不复
存在，但台绣这一烙着鲜明地方特色的工
艺品类，仍被接续传承、发扬光大，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有陈克这个“台绣的灵魂人
物”。没有陈克，就没有台绣的昨天和今
天。当然，台绣也成就了陈克，今年4月，身
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省省级“台州
刺绣”传承代表人的他，获得“浙江省工艺
美术终身成就奖”。

陈克是杭州建德人，60年前从中国美
术学院（当时叫浙江美术学院）附中毕业
后，被分配到台州，成了走进浙江台绣的
首位美术院校毕业人才。从此，他“随遇而
安”，扎根台绣，“一生择一事，一世倾芳
华”，凭藉扎实的美术功底，发挥超强的聪
明才智，克服种种的境遇限制，不断超越
自我，创造发明，创新作品，将台绣这一工
艺美术推上一个又一个时代巅峰。他是当
代台绣艺术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也是汇
集台绣针法大成，为台绣的传承和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的开拓者，更是授徒众多、育
人无数的“台绣教父”。如今，他的台绣徒
弟中，有两位也成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陈克原名寿禄，在美院附中学的是绘
画，拿手的是画花鸟、人物，可入职台绣，
先干了一年体力活，因广交会交货才被提
早安排进设计室干设计活，结果发现当时
台州绣衣的单色图案设计就是“描花”，花
形大小要严格按原稿描，“毫无美感可
言”。他以为专业不对口，失落感如潮水涌
入心头，但出于谋生需要，不得不克制，于
是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克”，寓意克服困
难，锐意进取，方能制胜——“克”也有胜
的意思啊。这时，他幸运地遇到厂里恩师
应大玉，这位当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对陈克言传身教，倾囊相授，让他初
尝工艺制作的美妙之处。他终于爱上了这
一行，自此如饥似渴地向老师学，从工艺
美术展中汲取滋养，触类旁通，取长补短，
如痴似醉地沉浸在台绣工艺设计道路上，
成就自己的“绣”美人生，也成就大众的

“绣”美人生。
“干一行，爱一行”，并非与生俱来，也

不是浅尝辄止，而是秉持“艺术是相通的”
理念，迈进一步，深入探究，才能真爱。唯
真爱方可持久，陈克一辈子就在工艺与美
术的融会贯通上不停地收获属于自己的

“麦穗”。
陈克做事是极认真的，学美术、搞设

计养成的心性，是平实、细致，不好高骛
远，凌空蹈虚。早年在厂里，他干过技术管
理岗位，就编写了《绣花生产手册》，整理
出《台州绣花针法集》，不仅当时对指导生
产作用巨大，后者30年后还成了保护台绣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就在采访
中，他展示给我们看的成柜成柜花样画
稿，不啻是台绣文化传承的宝贵财富。2013
年起，已退休8年的他担纲整理了《中国工
艺美术全集》台州刺绣篇中不下五个册
子，对保护传扬台绣手艺，功不可没。

美术科班出身的陈克，在设计新产品
时，体现出极强的市场眼光，这一点委实
难能可贵。他一方面倾情释放想象力，捕
捉艺术灵感，保持创意不断；另一方面善
于捕捉市场热点，开发宜于绣制、适销对
路的工艺产品，满足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上世纪80年代初，电影《少林寺》热映，
他设计了一款小和尚练功的图案，用丝网
印印到短裤兜上，就火爆一时。他设计的

“彩绘绣全雕衣裙”，获中日友好绢绣大赛
特等奖后，有两件被金庸夫人买走，还接
到香港著名影星沈殿霞的定制订单。诸如
此类的创意，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不胜
枚举。他的设计，总是紧扣工艺美术特质，
将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结合。

大师之所以是大师，最令人称道的，
莫过于在专业领域独标一格，创意无限，
创新无价。陈克自己不怎么会刺绣，但他
作为台绣的设计者，在不同时期源源不断
地提供着一种思想、一种创意、一种创新。
这些思想、创意、创新，淋漓尽致地体现在

《真丝全雕叠袖旗袍》《双面异彩绣圣母》
《宝相花和小天使手绣披巾》等不胜枚举
的获奖作品，和彩绘绣、高清绣、蒙丽纱绣
等众多工艺发明中，在传统台绣工艺的框
架内，一次次获得革命性的突破，开创了
台绣的时代新风，给整个行业产品带来了
质的飞跃，提升了台绣在国内外的文化形
象和影响力。这是作为工艺美术追梦者的
陈克，对台州的贡献，对世界的贡献。

如今，年届八旬的陈克，仍在他简陋
的家和车库改成的工作室，孜孜不倦地逐
梦前行。

追梦者寿。

“绣”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