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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國內首家以牡丹元素為主題的文化

產業股份公司洛陽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這在國內工藝美術界引起了轟動。短短兩年，由一

個小的手工作坊發展成為集研發、生產、銷售為一

體的年產值近6000萬元的股份公司，這樣的發展

速度在國內工藝美術界堪稱「奇跡」。

而它的核心產品是被譽為「永不凋謝的牡丹」

—洛陽牡丹瓷。牡丹瓷在古都洛陽橫空出世，使

洛陽真正成為牡丹花城「滿城皆是牡丹花」的盛世

夢景成為可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龍

博採眾長 開創新瓷種
千百年來，牡丹國色天香是雍容華貴的象徵；瓷器

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作出的偉大貢獻。洛陽牡丹瓷
創始人李學武研製的牡丹瓷以洛陽邙嶺土為原料，依
據生態牡丹花造型，純手工製作。牡丹瓷是以牡丹花
朵根莖等自然狀物為題材，汲取雕塑造型、鏤空刻
花、裝飾印坯、顏料釉色等工藝精華，採用中國陶瓷
傳統技藝燒製而成的純手工瓷藝製品，使得悠久的牡
丹文化與中國博大精深瓷文化技術達到了堪稱完美的
組合。
經過多年潛心研究與實踐，歷經數千次的反覆試

驗， 2009年12月，第一盤牡丹瓷工藝美術品試製成
功。牡丹瓷的製作工藝複雜，經過工藝師手工捏製
加工做成胚體，進行低溫燒製，然後加上粉彩，塗
上相應顏色的釉料，最後進行高溫燒製，這樣在經
過幾十道複雜的工藝後，一大束完整的牡丹瓷就製
作成功了。

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說，牡丹瓷集中國「五大官
窯」的燒製、粉彩、釉色技藝為一體，採集各家之長
而成。如今燒製出來的牡丹瓷，最薄的牡丹花瓣不到
0.1毫米。牡丹瓷在製作過程中需要複雜的手工工藝，
瓷花、掛盤製作需要工藝大師的精雕細琢，在燒製過
程中要保證花瓣的形狀，比起傳統的工藝瓷器成功率
要低很多，因此一束完整的牡丹瓷價值尤顯珍貴。
長期從事汝瓷文化研究的河南省工藝美術大師、弘

寶汝瓷董事長范隨州在談到牡丹瓷時認為，牡丹瓷最
難能可貴的是吸納景德鎮彩釉技術、德化白瓷等技
術，取多家之長，並結合洛陽當地牡丹花的形態燒
製，這是一種很好的創新。
牡丹瓷誕生以來，它的身影就不斷出現在國內的重

要場合，無論是在國際影響力巨大的上海世博會、中
部六省的經貿洽談會，還是在河南當地舉辦的經貿洽

會，牡丹瓷都成為中外客商青睞和關注的焦點。
河南省十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河南省工藝美術協

會名譽理事長賈連朝先生在參觀了牡丹瓷後說，牡丹
瓷的誕生意味 在國內陶瓷界一種新瓷種的誕生，它
的影響和意義是深遠的，這標誌 洛陽乃至河南的文
化產業、工藝美術產業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上升到
了一個新的高度。

延攬大師 勇做領跑
隨 牡丹瓷在洛陽及河南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從

2011年開始，洛陽出現了仿製的牡丹瓷。而牡丹瓷創
始人李學武始終把在陶瓷領域創造更多的「獨一無
二、中國第一」作為他的信念。在每次設計和生產試
驗成功後，都申請專利。
為了保持技術上的優勢，引領潮流，牡丹瓷創始人

李學武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引進高技術人才。公司成
立之初，就與清華美術學院牽手合作，還高薪聘請了
景德鎮釉彩頂級專家、湖南醴陵粉彩專家等，成立了
一支強有力的研發團隊。
在他的努力下， 景德鎮唯一國家級非物質文化傳

承人、國內知名的釉色、浮雕、鏤空、製瓷大師紛紛
加入牡丹瓷的研發序列。這為牡丹瓷始終引領潮流奠
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為了培養專業的技術人才，他
還與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洛陽師範學院和洛陽理工學
院簽訂了合作合同，為牡丹瓷發展培養定向人才。
面對市場出現的仿製偽劣牡丹瓷，牡丹瓷創始人

李學武認為仿製品的出現恰恰證明這條路是對的，
產品的生命力是強的，出現仿製品也是對自己產品
創新一種很好的督促。

2011年10月，由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主導的牡丹瓷
博物館籌備專家論證會的召開，標誌 牡丹瓷創始人

李學武和他的牡丹瓷器將成為引領洛陽牡丹文化產業
的風向標。

中原文化產業新奇葩
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的牡丹瓷自2009年12月成功研

製以來，市場反映十分熱烈，如今牡丹瓷已經開始
遠銷台灣、美國、香港等世界各地。隨 研發的不
斷深入，如今的牡丹瓷已經研製出了花盤、壁掛、
盆景、屏風、人物、動物、中國結、花籃、花瓶、
瓷鼎、單株牡丹樹、大型藝術雕塑等十二大系列860
餘個品種。
市場日益擴大，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的公司規模也

在不斷擴大。2011年9月，年產值目標3000萬元，佔
地3500平方米的牡丹瓷規模化生產流水線正式投入運
行。
2012年初，由洛陽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的1.5億

元的牡丹瓷文化產業園將開工。該項目建成後，將生
產以牡丹瓷為主導的系列工藝產品等1000餘個品種，
各類產品年生產量增至15萬件。
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說，園區正式運營後，年綜合

產值可望達到18億元人民幣。該項目最終通過3-5年的
發展，力爭打造成為以牡丹瓷文化創意研究設計、牡
丹瓷衍生產品製造、工藝美術職業教育培訓、旅遊觀
光等中部地區最大的牡丹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
談起牡丹瓷未來，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信心百倍。

他說，目前已經在河南、山東、江蘇、西安、浙江等
地開辦了16個洛陽牡丹瓷品牌連鎖店。近期，北京、
上海、廣州、杭州、香港、台北以及美國洛杉磯、英
國倫敦等客商紛沓而至。相信不久的將來，隨 牡丹
瓷製作工藝的更加精細，產品系列的不斷研發，牡丹
瓷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步伐會越來越快。

土生土長在牡丹花城、九朝古都洛陽的牡丹
瓷創始人李學武，自小就有濃厚的牡丹情結。
自1996年轉業後到浙江、福建等地經商，隨
眼界的開闊，他萌生了把牡丹和瓷器結合創作
出富含牡丹文化和瓷文化藝術品的想法。牡丹
瓷創始人李學武說，牡丹國色天香，但花期很
短，用什麼方法能使牡丹花千年不滅，永遠綻
放，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想法，才使得他開始把
精力轉入到牡丹瓷的研究中。
從2007年開始，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開始大

量觀摩牡丹花資料，並請教眾多專家學者。
這期間，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外出考察次數不
下於千次，跑遍全國10餘個博物館，記錄了30
餘萬字工藝筆記。他曾經一個人駕車11天行駛
9000公里。
正是這一艱辛的歷程，為牡丹瓷的問世奠定

了技術基礎。2009年12月，牡丹瓷創始人李學
武最終以江西景德鎮粉彩、福建德化白瓷為依
托，開發出以洛陽牡丹為藍本、純手工製作、
枝葉逼真的牡丹瓷。2010年4月，首批牡丹瓷
產品正式在洛陽牡丹花會上登場，成為花會期
間引人奪目的亮點，馬上受到消費者的熱捧。
隨 技術的不斷進步，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漸
漸成了一名牡丹瓷專家。因為牡丹瓷是用製瓷
燒窯技術來製作牡丹花的形狀，因此牡丹瓷創
始人李學武就把這一產品命名為「牡丹瓷」。

行
業
一
哥

「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生
動地描述了當時古人傾城觀花的盛況 。洛陽
牡丹瓷用瓷器的樸素典雅，藝術地再生了牡
丹的奼紫嫣紅、爭奇鬥艷，歷史地再現了悠
久牡丹人文景觀，亙古地演繹 牡丹的富麗
堂皇、華貴吉祥。

為了進一步提升洛陽「牡丹花都」的文化
氛圍，再現滿城盡開牡丹的盛況。2011年
初，由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提出的建設洛陽
牡丹瓷城市藝術工程項目的實施方案已經被
洛陽市政府正式通過，這標誌 牡丹瓷創始
人李學武和他的牡丹瓷步入了「高鐵時代」。
洛陽牡丹瓷城市藝術工程項目，是採用平

面與立體表現形式，在城市各大出口、建築
物立面及頂面、廣場、公園、酒店、路牌、
燈桿等所有視覺空間範圍內，設計製作安裝
以洛陽牡丹瓷工藝為主的大型群雕、浮雕、
壁畫以及雕塑小品等，系統展示洛陽自夏、
商、周以來所產生的重大文化藝術、科技經
濟成就以及重要人物形象。
2011年4月起，牡丹瓷研發機構聯合清華大

學美術學院、景德鎮陶瓷學院等5所高等美術
院校開展材料、造型、色彩、燒製等攻關項
目，為洛陽打造「滿城皆是牡丹花」的盛世
美景提前做準備。
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說，項目完成後，洛

陽將隨時隨地能欣賞到逼真形象的牡丹花，
「滿城皆是牡丹花」將不再是空中樓閣，未來
的洛陽將成為和維也納、米蘭、慕尼黑、巴
黎等齊名的文化藝術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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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河南省第六屆國際投資貿
易洽談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懷西
和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明確提
出牡丹瓷「產品很有創新性！」。
2010年8月，在河南省旅遊紀念

品設計大賽上，牡丹瓷作品「盛
世洛陽紅」，獲得大賽金獎。
2010年11月，牡丹瓷作品「繁榮
鼎盛」，在國際收藏品、工藝品
設計大賽上一舉奪魁。2011年4
月，在福建莆田舉辦的「百花盃」
中國工藝美術大賽中，牡丹瓷作
品「姚黃牡丹花盤」榮獲最佳工
藝獎。
目前，洛陽牡丹瓷已經獲得國

家著作權專利證書。河南省委、
省政府，洛陽市委、市政府等將洛
陽牡丹瓷確定為優先定製採購的特
色高端禮品和優先扶持發展的重點文
化創意產業項目。

中華陶瓷新瓷器種
洛陽牡丹瓷足以媲美真牡丹，顛覆

了世人對千年古瓷呆板、單調的傳統
印象，形象逼真地再現了牡丹的形
態、神韻、色彩和特殊寓意，既體現
了牡丹的雍容華貴，又兼備了瓷器的
典雅古樸。
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任星航說：「牡

丹瓷是新瓷種，所以，一定要做好品
牌，豐富其文化、歷史內涵，使其具
備保值、升值的空間。」
中國工藝美術協會副會長、河南省

工藝美術協會會長張玉驫說，洛陽牡
丹瓷以其典雅別致的造型、極妍盡美
的裝飾、瑰麗絢爛的釉色體現了牡丹
富貴祥和的寓意，具有很高的文化價
值、藝術觀賞價值、收藏饋贈價值。
牡丹瓷從無到有，手工打造，把國

花牡丹和陶瓷藝術相結合，以其形象
逼真、瑰麗絢燦的風姿展現在世人面
前，堪稱「陶瓷藝術奇葩」，它的出現

必將成為中原大地乃至中華文化史上
又一重要文化符號和象徵，傳承千
古，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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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工人在車間手工 製牡丹花

■牡丹瓷屏風

■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的《姚黃牡丹瓷盤》榮獲
2011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評比「最佳工藝獎」。

■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
在「深雕細琢」。

■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右一）、河南省人民政
府省長郭庚茂（左一）把牡丹瓷贈送給全國政協副主席
何厚鏵（中）。

■牡丹瓷創始人李學武（左一）把牡丹瓷贈送給中央
電視台著名主持人朱軍（左二）。

■李學武創作、榮
獲中國工藝美術大
賽最佳工藝獎的
「姚黃牡丹瓷盤」。

■2010年河南省第
六屆國際投資貿易洽
談會上，全國政協副
主席張懷西（中）和
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盧
展工（右一）在參觀
牡丹瓷。

■「二喬」牡丹瓷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