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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允，黄岩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
得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理论奠基者及国家

“863”计划发起人之一。

一、功勋卓著 利国利民

作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对
“两弹一星”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参
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担当了我
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测量任务；设计、制定回
收型遥感卫星测控系统方案；针对通信卫星
设计“微波统一测控系统”；成功解决“远望
号”船电磁兼容技术难题。

鉴于卫星导航定位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
设上的重要价值，1983年，陈芳允和合作者首
次提出利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进行定位导航
的设想，这一系统称为“双星定位通信系统”。
为后来开展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奠定了理论
基础。

陈芳允还是国家“863”计划发起人之一，
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
献。1986年，陈芳允与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
提交《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
的建议》，得到积极响应，最终提出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的发展计划，极大促进了我国科技

的发展。

二、胸怀大志 孜孜以学

陈芳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年轻时价值观的确定与知识的
积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6年4月3日，陈芳允诞生于黄岩后巷
陈家大院，5岁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8岁开始
读私塾，到秀才朱希晦家学《古文观止》等。

1928年秋，12岁的陈芳允进到黄岩县立
中学读初中，他的父亲曾对他说过：一定要好
好学习，我希望你将来不要做大官，要做大
事，要在社会上立自己的业绩。这句话对陈芳
允影响很大，促使他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之
路。

1931年夏，15岁的陈芳允考进上海浦东
中学高中部。进入高中没几天，就碰上了“九·
一八”事变，陈芳允积极参加上海学生运动，
抵制日货游行等，这些经历对他的思想产生
深刻的影响。从那时起，他便下定决心要为国
家和民族的振兴而好好读书，以期将来为国
家民族作奉献。

1934年，18岁的陈芳允高中毕业，考入清
华大学，在机械系读了 1年后，对机械不感兴

趣，却对物理课
产 生 了 浓 厚 的
兴趣。他下决心
作 出 了 转 换 专
业的选择，后他
进入物理系，投
在 著 名 物 理 学
家吴有训、叶企
孙等名师门下。

1944 年，陈
芳 允 远 赴 英 国
留 学 ，留 学 期
间，陈芳允抓住
机遇刻苦钻研，
尽 可 能 多 地 汲

取知识、积攒本领，以期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1948年春，陈芳允结束了在英三年的学

习和工作，带着电子工程技术方面的先进知
识，满怀报效国家的愿望，回到祖国的怀抱，
但由于内战频仍，才华无法充分施展。有一
次，他因不愿为国民党打内战，不惜自伤脚
趾，拒不应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芳
允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投入到社会主
义建设的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芳允精神 山高水长

陈芳允先生一生所凝聚与展现出的品质
与风范，对橘乡人民有着重要意义。

（一）志存高远、竭诚为国的家国情怀
陈芳允在中学时代便树立远大抱负报效

国家，为此他不畏艰辛，努力学习，勤奋工作，
期望用自身的聪明才智，为祖国富强与振兴
添砖加瓦。“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
国兴，努力不为私。”陈芳允的这首诗便是其
远大抱负和竭诚为国精神的鲜明写照。1998
年 5月，陈芳允在其《自述》诗中有此一句“愈
觉超志未酬须自强，愿续献我一技共兴华”，
同样表达了这一情怀。再结合陈芳允一生的
事迹，确实自始至终都洋溢着这种精神与信
念。

（二）勤奋工作、谦逊认真的工匠精神
陈芳允的另一首诗：“四十京兆一技人，

爱研求实不爱名。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
赶超心。”这样一位大科学家在此称自己为

“技人”，而愧称“专家”，确实让人感叹。有人
说：要记住陈芳允，只需记住他的两个特点就
行，一是自己给自己理发，二是自己给自己缝
补衣服。给自己理发是为节省时间，给自己缝
补衣服则说明其低调朴素，可以说陈芳允对
工作是高标准，对生活却是低要求的，两者相
辅相成，让陈芳允的“工匠”本色，散发着耀眼
的光芒。

（三）开拓创新、面向未来的开阔眼光
陈芳允是一位极具前瞻性和创新精神的

科学家，他视野开阔，不固步自封，能面向世
界，汲取知识与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开拓
创新，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成果。晚
年，陈芳允非常关心科技发展战略问题，是国
家“863”计划发起人之一。1993年，近 80高龄
的他还写了一个关于国防科技发展的具体建
议。陈芳允活到老，学到老，思索不息，研究不
辍，眼光长远，朝气蓬勃。

（四）求真务实、注重实践的科学精神
作为一个科学家，陈芳允有着扎实的科

学理论知识，对相关科技领域的概念、原理和
具体技术问题的理解非常透彻。陈芳允低调
务实，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认为“实践出真知”

“创新之源来自实践”，而且要鼓励和给予科
技人员以参加实践的机会。陈芳允能有这么
多重大科技成就与其求真务实、注重实践的
科学精神是分不开的。

（五）情系乡梓、尊师重道的高尚情操
陈芳允虽然获得了众多成就与荣誉，但

他不忘本，对养育过他的家乡，学习过的母校
以及教导过他的老师，常怀感念之心，情真意
切。

作为黄中毕业的校友，陈芳允对黄岩中
学怀有特殊的感情，对黄岩中学的发展非常
关心。1999年住院期间，他以《漫漫人生路拳
拳报国心》为题，给他在黄中的同学王克宬写
了一生中最后一封长信，信中讲述了自己的
人生经历，自己思想观念的发展历程，以及自
己工作的情况等。陈芳允对黄中学子怀有殷
切希望，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同学们：人生
道路的选择，思想观念的发展起着根本的作
用。

在信的最后，陈芳允对他的病抱有乐观
的态度，没成想一病不起。2000 年 4 月 29
日，陈芳允那颗为国家跳动一辈子的心脏
停止了。斯人已去，风范永存，陈芳允为我
国科技事业和国防现代化事业所作的卓越
贡献，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所付出的心
血，为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及黄岩人民留下

的精神财富，值得人们永远纪念与弘扬！
（图片来源于网络）

■周建灿 陈建华

千 峰 翠 色 沙 埠 窑
■台州日报记者 吴世渊 文/摄

沙埠窑青瓷熏炉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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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埠窑青瓷为何能风靡一时？后来又缘何
衰落呢？对此，区历史学会理事周建灿谈了自
己的一些观点。

他表示，黄岩有着悠久的陶瓷烧造历史与
深厚的陶瓷烧造传统，历史上经历了三次集中
生产高潮，遗留下埠头堂、下圆山、沙埠三处从
东汉至北宋时间相对连续的窑址群。沙埠一
带，三面群山环绕，低矮而平缓的山麓正是建
造阶梯式龙窑的理想场所。古时，这里水道众
多，而且宽大，船只可以直通出海，交通也十分
便利。

此外，在北宋初年，统治浙江的吴越国为
了保境安民，曾多次向北宋朝廷进贡数量巨大
的精品瓷器。沙埠则承担贡瓷任务，因此能获
取吴越朝廷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使得当地产的
瓷器品质得以提升。

“至于衰落的原因，我推测，一方面，根据
‘九龙透天’的传说，沙埠窑可能经历过一次突
然的变故，使得技术人员大量流失；另一方面，
两宋时期，人们在审美上有了更高的要求，龙
泉窑与景德镇青白瓷的相继兴起，极大冲击了
包括沙埠窑在内越窑系青瓷的市场。”周建灿

说，此外，长期的烧制造成资源匮乏，尤其是树
木被砍伐严重，种种原因，导致沙埠窑最终走
向湮没无闻。

当下，人们愈发重视沙埠青瓷窑址的价
值，它不光是中国青瓷业的重
要史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一大历史遗迹。

为了传承青瓷文化，沙埠
镇栅溪村在文化礼堂内打造
了占地 300 平方米的青瓷会
馆，馆内陈设了大量的青瓷碎
片，供游人参观。当地还引进
了一家企业，名为“竹家岭青
瓷坊”，他们将用现代技术复
烧沙埠窑的青瓷产品，并试图
走向市场。

在我区的规划中，沙埠镇
将被打造成“青瓷小镇”。“我
们打算在念四都村和栅溪村
一带，建一座龙窑、一块青瓷
文化创意园区和一座青瓷博
物馆，总占地约 50亩。”沙埠

镇党委委员陈玲珠说，今年下半年，省考古研
究所将对沙埠青瓷窑址作为期3个月的实地勘
察，如果勘察认定可以发掘，那发掘工作会在
明年进行。

一

盛夏八月的午后，天气炎热，
沙埠镇的马路村道，被日头照得发
亮。

车在竹家岭山脚停下，当地乡
镇干部章正江指着山丘说：“这里
就是青瓷古窑址，是省级文保单
位。”

眼下，山路被植物覆盖，蚊虫
甚多，附近村民不建议我们上山。
离马路不远的山脚下，竖立着一块
碑石，上书“沙埠青瓷窑址”，由省
政府于1981年5月公布，当时的黄
岩县人民政府所立。

1956年，院桥修筑秀岭水库，
浙江省文管会在此作考古发掘，竟
发现地下出土了大量瓷器碎片。沙
埠青瓷窑址群的真容这才浮出水
面，为国内学术界所认知。

据考古人员和学者考证，古窑
址群分布在沙埠凤凰山与竺家岭
等为中心的丘陵山麓中，在约 8平
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规模较大
的窑址 11处。其烧制年代距今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为五代时期的越
窑青瓷遗址。

如此规模的青瓷窑址群，却在
《黄岩县志》等地方文献中均无记

载。不过，在沙埠当地，老百姓间一
直口口相传着“九龙透天”的传说。

相传北宋年间，沙埠前村岭西
边山脚下一户陈姓人家，有八个儿
子，均以烧青瓷为业。陈家经营了
八座青瓷窑，由八个儿子分别掌
管。他们烧制出来的青瓷器，样式
精美，釉色鲜艳，不仅受当地百姓
喜爱，还远销海外。

每当生火烧窑时，烟柱就滚滚
升起，奇怪的是，八座瓷窑居然生
出九条烟柱，在天空借风盘旋，犹
如九条飞龙。当地人称此景象为

“九龙透天”。
这事后来被皇帝知道了，大惊

失色，“九”乃帝王之数，此地莫非
要出“新王”？朝廷便派兵围剿沙
埠，陈家八兄弟因此投河自尽。风
波过后，沙埠的瓷窑也无人打理过
问，久而久之，就坍塌荒废了。乡人
同情陈氏兄弟，自宋代以后，建庙
塑像纪念他们。

“这故事我小时候就听老一辈
讲过，真实性已不可考，但或多或
少能证明当年沙埠烧窑时的盛
况。”沙埠镇栅溪村党支部书记郑
明华说。

沙埠青瓷窑址自发现至今，未经过
正式的、大型的考古发掘。多年来，专家
学者们依靠研究零星出土的瓷器，逐渐
揭开了古窑址的神秘面纱。

从考古调查来看，沙埠青瓷窑属越
窑系统，始于晚唐，盛行于五代、北宋时
期。窑址周围瓷土矿、水源、燃料丰富，
窑内烧造生活用瓷、艺术瓷和外销瓷。
沙埠窑的烧制方法是，使用三种大、中、
小不等的凹形匣钵，每件器物独立封泥
烧制。垫圈、垫饼、支丁和筒形支座采用
一次性匣钵套置叠烧。

目前在窑内出土的产品以圆器为
主，器物有碗、盘、洗、粉盒、碟等，碗器
型有撇口、葵口、敛口等。琢器数量不
多，大致有壶、罐、盏等。

沙埠窑青瓷胎质细腻，结实坚硬。
器物内外施满釉，釉呈翠青、青中泛黄、

灰青诸色。釉层较厚，玻质感强，有冰裂
碎纹。胎骨坚实，胎釉结合致密。釉色丰
润雅丽，滋润光泽，透明如镜，似冰如
玉。

沙埠窑青瓷技法以刻划为主，印
花、堆贴、透雕和针点为次。绝大多数的
器物，都装饰有美丽的花纹图案，有的
器物，外壁为瓜棱、菊瓣、菱口、葵口和
变体莲瓣。图案分花鸟、云龙、禽兽三大
类。图案以花卉为普遍，有缠枝花、折枝
花、针点篦状和几何形纹等。鸟禽纹为
次，有鹦鹉、双凤、莲池鸳鸯、蝶恋花等。

在黄岩博物馆内，有一主题展厅
“千峰翠色”，陈列了不少出土于沙埠
窑址群的瓷器文物。其中，较为典型的
有五代菊花纹青瓷粉盒，无论是质地、
造型，还是装饰手法，都达到了非常高
的艺术水准，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沙埠镇栅溪村文化礼堂内，有一座青瓷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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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提出“863”计划的科学家合影（从左往右：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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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院士

竹家岭山脚下树立着“沙埠青瓷窑址”的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