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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瓷的繁荣发展，不仅为洛阳地域
特色旅游商品以及牡丹文化乃至中国陶
瓷艺术丰富了内涵、拓展了外延、注入了
生机与活力，而且开辟了牡丹文化创意产
业新天地。

“一个企业没有品牌，就如同人没有
灵魂；企业不能创造出精品，就只能被市
场无情地淘汰，就不能走远。”李学武说。
为此，去年该公司继续坚持精品化道路，
持续深化品牌战略，并结出了丰硕成果。

为净化牡丹瓷市场、保护牡丹瓷品牌
价值，去年 4 月，市政府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规范牡丹瓷生产经营秩序活动，为牡丹
瓷产业保驾护航。

在立足洛阳本地之余，牡丹瓷公司乘
着河洛文化东风，继续积极向全国重点市
场布局，并着手开拓海外市场，让牡丹瓷
成为河洛文化对外交流中的一张新名片。

去年7月，在“光耀香江”香港回归15
周年大型评选活动颁奖典礼上，洛阳牡丹
瓷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的“牡丹紫荆花瓷
盘”，被作为专用奖品颁给了董建华、曾宪
梓、刘德华等十六位获奖功勋人物。“华
仔”手捧牡丹瓷与李学武合影留念的照
片，一时引发读者关注。

去年 11 月，受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邀请，牡丹瓷产品成功进驻“北京礼物”
旗舰店——天坛工美大厦“北京礼物”店，
是“北京礼物”首次引入的外省（市、区）旅
游纪念精品。

李学武说，牡丹瓷制作工艺考究、文
化内涵丰富，与“北京礼物”品牌相得益

彰，进入“北京礼物”点销售，宣传了洛阳
的牡丹文化，在北京上市后受到好评。

目前，牡丹瓷公司已在北京、上海、天
津、郑州等地设立多个品牌连锁机构。

其中，仅在北京市场就已经开设了4
家形象展示店，分别是：李学武牡丹瓷艺术
馆（故宫北门东）、天坛工美大厦店、王府井
工美大厦店、天安门北京礼物店，消费者可
以直接从北京订购、提货，还可享受免费送
货上门。

随着形象展示店在北京的落实建设，
牡丹瓷的高端品牌形象正式走向北京市
场，这是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形
象和企业形象建设的一次突破。

同时，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将继
续与香港文汇报等机构合作，在香港市场
推广牡丹瓷，并利用香港的特殊优势，向
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拓展。

今年上半年，洛阳有望开通至台湾、
韩国的航线。牡丹瓷公司已着手以此为
契机，开拓上述两地市场。新加坡等海外
华人聚集的区域，也逐步成为牡丹瓷公司
的目标市场……

李学武介绍，今后 5 年内，牡丹瓷公
司将把牡丹瓷延伸为四条产业化发展道
路：打造一支大师队伍，培养 10 名至 15
名工艺美术大师，做高端收藏品和艺术
品；走牡丹文化和地方文化相结合、牡丹

文化和个性文化相结合的产业化道路；在
高端市场充分体现牡丹的永恒绽放和富
贵吉祥；商品产业化道路，让牡丹的富贵
吉祥进入千家万户。

“通过以上的几条产业化道路，结合
企业的文化定位、创意定位和色调定位，
最终将牡丹瓷打造成一种新的瓷派。”李
学武信心满满。

争创一流工美企业，打造知名文化品
牌——这是洛阳牡丹瓷这家年轻而富有
创新精神的企业的美好愿景。在牡丹瓷
创始人李学武带领下，牡丹瓷公司正成为
洛阳文化创意产业的领跑者。

（贾晓莉 陈沛）

博中国雕塑艺术众家之优，采中国陶瓷诸派绝技之长，让国色天香永恒绽放——

●2009 年 12 月，李学武成功研制出牡丹
瓷，初步规模化开发牡丹瓷系列产品。

●2010年4月、7月，牡丹瓷镂空花盘系列
及屏风系列荣获国家知识产权著作权证，奠定
了牡丹瓷在中国瓷文化发展史的特殊地位。

●2011 年 1 月，洛阳牡丹瓷研究院成立，
并分别与清华美院、复旦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2011年9月，以洛阳工艺美术学会暨洛
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为标志，牡丹瓷公
司迈向产业化发展新阶段，进军文化创意产业。

●2011 年 10 月，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
司被授予市首批旅游标准化示范企业，公司在
全国独家建立牡丹瓷企业标准。

●2011 年 12 月，牡丹瓷在香港举行专题
推介会，开始从香港走向世界。

●2012年3月，李学武当选为河南省文化
创意产业领军人物。

●2012年4月，洛阳牡丹瓷博物馆成立。
●2012年5月，李学武当选2011洛阳科技

领军人物。
●2012年7月，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

被命名为全市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2012年7月，“光耀香江”香港回归15周

年大型评选活动在港举行，牡丹瓷公司生产的
牡丹紫荆花瓷盘作为专用礼品分别授予董建
华、曾宪梓、刘德华等人。

●2012 年 10 月，牡丹瓷作品在中国工艺
品领域最高水准的盛会——中国南昌工艺美术
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分获中国
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和银奖。

●2012 年 12 月，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洛阳工艺美术行业参加北京旅游商品博
览会，牡丹瓷成功入选“北京礼物”，在北京的数
家牡丹瓷形象店相继建成。

洛阳牡丹瓷股份
有限公司大事记

2012年12月，牡丹瓷公司参加北京旅游商品博览会，牡丹
瓷成功入选“北京礼物”，在北京的数家牡丹瓷形象店相继建成

2012年7月，牡丹瓷作为专用礼品赠给董建华、曾宪
梓、刘德华等。图为李学武与刘德华合影

近日，洛阳网洛阳社区的数十位版主齐聚位于洛龙区牡丹宫的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采风牡丹瓷生产工艺。
瓷土被搓成细条，编成镂空盘子的形状；手工拉制出的花瓣、叶子等形态逼真，体现出了牡丹雍容华贵的神韵……

看到经过技师们巧手制作出的一朵朵美丽的瓷牡丹傲然绽放，不少版主在随后所发采风帖中，不惜使用了“震
撼”、“陶醉”、“美轮美奂”等字眼，引发网友跟帖热议。

同样的场景，在去年底举行的2012北京旅游商品博览会上也曾上演。受北京市旅游委隆重邀请和我市推荐，洛阳
牡丹瓷公司作为我市旅游商品企业代表洛阳荣耀参加此次博览会。牡丹瓷创始人、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学武先生，携带花盘、板壁、家装等六大系列百余件新品牡丹瓷参加展出。

牡丹瓷精致的工艺和独特的外形，受到北京市政府领导、北京市民和众多中外来宾的高度赞誉，吸引了中央电视
台、《人民日报》等20余家媒体的重点关注，多件作品被选去钓鱼台国宾馆等地展出，为洛阳牡丹瓷全面进军北京市
场、走高端礼品和大众旅游商品相结合之路奠定了良好开端。

公司成立短短四年时间，凭借牡丹瓷等一系列独具洛阳特色的文化产品，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犹如一匹黑
马，迅速成为洛阳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和洛阳文化创意产业领跑者，成为业界关注的财智企业。
（左图为牡丹瓷公司最新生产的牡丹瓷作品——唐韵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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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洛阳把发展牡丹文化产业作
为传承弘扬河洛文化的一个抓手，围绕把
洛阳打造成世界牡丹生产中心、牡丹观赏
中心和牡丹文化传播中心的目标，形成了
一条牡丹文化产业链。

李学武创作的牡丹瓷，就是最具河洛
文化代表性、发展速度最迅猛、最具发展
潜力的文化产品之一。

李学武创造性提出了“挖掘、传承、
创新、产业化”的牡丹瓷产业化发展之路，

为我市牡丹文化产业化提供一个示范。
回顾牡丹瓷发轫、成长、崛起之路，即

可证明。
2009年12月，李学武开发出以洛阳

牡丹为蓝本、纯手工制作、枝叶逼真的牡
丹瓷。2010年4月，首批牡丹瓷产品在洛
阳牡丹花会上登场。

牡丹瓷被誉为是继中国“五大官窑”
之后出现的独具洛阳文化特色的新派陶
瓷，形象逼真地再现了牡丹的形态、神韵、

色彩和特殊寓意，填补了我国工艺美术品
和特色旅游品的空白。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洛阳旅游
商品市场上缺乏有分量、有代表性的特色
商品。牡丹瓷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
了这个缺憾。

牡丹瓷新产品刚刚投放市场，就表现
出一种不可抵挡之势，在洛阳乃至全国迅
速蔓延开来。如今，送礼首选牡丹瓷，成
为越来越多洛阳人的实际行动。

李学武介绍，自2009年12月试制出
第一批产品，至今已发展到 15 大系列千
余个品种。

短短 4 年，洛阳牡丹瓷从无到有，发
展成为业界知名的文化产品，不但被省政
府作为礼物，还走进港澳、走出国门，在洛
阳创造了单系文化产品销量的奇迹。

精湛技艺制作出大美的作品，让洛
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一系列荣
誉——

牡丹瓷工艺品，荣获2010年“中国名
优产品”；2011年5月，姚黄牡丹花盘荣获
2011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最佳工艺
奖。2012年10月，“出水芙蓉”和“牡丹四
品”在中国工艺品领域最高水准的盛会
——中国南昌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
艺术精品博览会上，分获 2012“儒仕儒
家·百花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和
银奖……

去年4月，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旗
下的洛阳牡丹瓷博物馆免费对公众开放。

目前，牡丹瓷公司已发展成为洛阳乃
至中原大型工艺美术股份企业。公司在
牡丹瓷产业化上的成功，为我市发展牡丹
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蓝本——去年7月，
牡丹瓷公司被命名为全市首批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

人物档案 李学武
洛阳市洛龙区人，牡丹瓷创始人，

清华大学在读MBA，高级工艺美术师，
洛阳市工艺美术协会会长，洛阳牡丹瓷
研究院院长，洛阳牡丹瓷博物馆馆长，
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 立足洛阳躬耕全国放眼海外 牡丹瓷立志成为河洛文化对外交流的新名片

洛阳牡丹瓷
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文化创意产业领跑者

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牡丹瓷代表作品（左起：卢舍那大佛、花盘、壁挂）

牡丹瓷创始人李学武邀您品鉴牡丹瓷
（扫描二维码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