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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获荣誉，大唐官窑得到认可

走进大唐官窑系列报道之五

通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洛阳大唐官窑
瓷业有限公司采用以瓷艺牡丹为主打的系
列化集团经营模式，拥有大唐官窑研究院、
大唐官窑博物馆、大唐官窑瓷艺生产基地、
大唐千亩牡丹体验园、大唐生态樱桃观光园
等。2013 年，公司实现产值逾 5000 万元，
员工也由创始之初的十几名发展到今天的
200余名。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宋胜利说，
接下来，他将进一步挖掘洛阳本地的文化，
结合唐白瓷文化和工艺发展大唐官窑这一
品牌。

宋胜利说，下一步，大唐官窑将始终把
洛阳本土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将文化
传承作为企业发展的基础，同时将创新作为
企业发展的动力，加大宣传推广和科研投入
力度，加强与清华大学美院等科研院所的合
作，实现工艺及产品不断创新。大力开发更
多紧跟时代潮流的创新产品；此外，在市场
营销拓展方面要有所加强，推进瓷艺牡丹文
化产业建设进程。

今年，大唐官窑瓷业有限公司计划在
台湾、香港、澳门、泰国、新加坡等设立 8 个

国际品牌连锁机构；同时计划投资 1.5 亿
元，规划建设占地约 500 亩的洛阳瓷艺牡
丹创意文化产业园区，届时将建造瓷艺牡
丹艺术馆、瓷艺牡丹工艺培训学校、瓷艺牡
丹文化休闲体验中心、瓷艺牡丹生产制造
基地、木雕工艺和包装工艺厂等。该项目
预计 2015 年完工，待项目全部建成投产
后，年产值将达 2.8 亿元，届时可新增就业
数千人。

有业内人士指出，如今，不少地方都成
功地将当地特色产品发展成文化旅游产品，
大唐官窑将具有洛阳特色的白瓷瓷艺发展
成我市的文化旅游产品，是顺应时代潮流
的。在广西、陕西、甘肃、西藏等省、自治区
的文化旅游产品宣传中，简单的一双草鞋、
一瓶食用油、一张剪纸，经过工艺师傅的现
场表演制作，常常能吸引不少目光，拉近与
受众的距离。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不妨
借鉴外地经验，将文化表演与旅游产品相结
合，在宣传产品的同时，用引人注目的特色
表演方式，加强互动，使大家在互动中感受
到丰富的文化内涵。

本报记者 赵 佳

继往开来，致力于宣传洛阳文化
大唐官窑白瓷文化及工艺发展近6年来，凭

借其创新与努力，取得了不错成绩，尤其是瓷艺
牡丹系列产品，搭建了一个友好交流的平台，将
洛阳的历史文化介绍给外界。在问及今后大唐

官窑将如何发展时，宋氏白瓷瓷艺传承人宋胜利
表示，要挖掘洛阳文化、用好洛阳文化，将洛阳元
素充分与唐白瓷工艺结合起来，更好地宣传自己
的家乡。

宋胜利介绍，大唐官窑白瓷瓷艺牡丹
系列产品，凭借其题材和产品定位，不跟
风、不媚俗，走精品路线、走文化路线等创
新举措，受到业界及市场的普遍认可，先
后在省内外乃至国家级的工艺品设计大
赛上获殊荣。

2012年，在澳门举办的第九届华商论
坛高峰会议上，大唐官窑瓷艺牡丹更是以其
薄如纸、白如雪、亮如银、声如磬的特质惊艳
亮相，并通过大唐官窑白瓷瓷艺牡丹将洛
阳牡丹文化产业在澳门做了完美的展示。

凭借不断的创新，大唐官窑白瓷瓷艺
牡丹系列产品制定“走出去”战略，在全国
各类行业大赛中交流、切磋、学习，并屡获
嘉奖。

2011年，《“花好月圆”二乔瓷》荣获“河
南之星”陶瓷设计类银奖，《镂空捏花洛阳
红》荣获第十四届“中南星奖”陶瓷设计类
金奖，《双面红木正方形屏风》荣获第六届
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工
艺美术金奖”；2012年，《丹凤朝阳》荣获河
南省第三届艺术设计作品暨河南省“金泰

华杯”艺术设计创业技能大赛二等奖，《盈》
荣获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
博览会工艺美术金奖；2013年，《荷花》荣
获中国工艺美术界最高奖“百花奖”。

仅在 2013 年，大唐官窑“唐白瓷传
统烧制技艺”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同时，研发出新品 5 大类 100 余
种，获得省内外陶瓷工艺类金银奖等各
种奖项 12 个，取得专利及著作权的产品
18 件，并通过了省旅游局“旅游标准化”
认证验收。

在大唐官窑系列产品走俏市场的同时，
洛阳大唐官窑白瓷瓷艺牡丹等产品的名声
也在国内外流传开来，不少国内外友好人士
慕名而来，领略底蕴深厚的洛阳古都文化。

位于龙门大道附近的洛阳大唐官窑
博物馆，是由洛阳大唐官窑瓷业有限公司
投资兴建的以“洛阳大唐官窑”为主题的
中国唐白瓷文化主题博物馆，该博物馆为

非盈利机构，可供市民及游客免费参观游
览，主要目的是向大家宣传和展示洛阳文
化与唐白瓷文化及工艺。博物馆占地面
积约1万平方米，收藏了不同时期不同地
域的白瓷精品，也复原展示了唐代白瓷鼎
盛时期的官窑文化。

2013年，洛阳大唐官窑博物馆已先后
接待国内外参观者近万人，其中不乏省内

外文化界和企业界知名人士。2013年4
月，美国西雅图市副市长一行到博物馆参
观访问，精美的瓷艺工艺品令美国友人连
声赞叹；11月，清华商学院同学会组织省
内外几百名企业家学员到大唐官窑博物
馆参观考察。大唐官窑博物馆为宣传洛
阳的牡丹文化、展示白瓷技艺的独特魅力
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产品走俏，参观交流慕名而来
宣传洛阳，做大做强产品品牌

牡丹盆景

瓷艺牡丹圆盘系列——牡丹仙子 瓷艺牡丹圆盘系列——悦

生产区手绘师专心作画

台湾杉林溪洛阳牡丹文化节开放招商“开花孕果”

两家台企“相中”大唐牡丹瓷
本报台湾南投讯（记者 常书香）

第二届台湾杉林溪洛阳牡丹文化节开
幕近一周，杉林溪洛阳牡丹园赏花进
入高峰期，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来观赏
国色牡丹。洛阳大唐官窑牡丹瓷特色
工艺品推介取得新进展，先后与两家
台湾企业达成意向性合作协议。

台企“做媒”，进军台湾市场

在洛阳特色工艺品推介会后，洛
阳大唐官窑牡丹瓷特色工艺品推介取
得新进展。12日，洛阳大唐官窑瓷业
有限公司与台湾兰吉尔股份有限公
司、杉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达成意
向性合作协议。

洛阳大唐官窑瓷业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白瓷研究、设计、生产、展示和收
藏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公司。2009 年
以来，该公司主要从事大唐官窑唐白
瓷的历史传承、工艺研究和产业实践
等，以大唐官窑唐白瓷为技艺，以河洛
文化为载体，以生态牡丹为创作题材，
其创新性研发生产的独具洛阳特色的
大唐官窑唐白瓷系列瓷艺牡丹艺术
品，让娇艳的牡丹“盛开”在精美的瓷
器上，被称为“陶瓷艺术的奇葩”。去

年，唐白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为我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

洛阳大唐官窑瓷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宋胜利介绍，该公司与两家台湾
企业的意向性合作协议内容为：两家
台湾企业将在台湾代理洛阳大唐官
窑瓷业有限公司牡丹瓷特色工艺品，
进 行 推 广 和 销 售 ，预 计 年 销 售 额
3000万元。

牡丹“搭台”，做强文化产业

昨日，记者在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7 楼展厅看到，洛阳大唐官窑牡丹瓷
盘已经被摆放到一个展柜中，吸引了
一些客商观看。台湾兰吉尔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吴进衡表示，洛阳牡丹文化非
常深厚，可以用来做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源
非常丰富，只要用心经营，肯定能做成大
产业。他希望通过台北世界贸易中心这
个平台把洛阳的好东西销售给更多商户。

吴进衡表示，为进一步增强对大
唐官窑牡丹瓷特色工艺品生产规模等
情况的了解，他将在第32届中国洛阳
牡丹文化节期间来洛考察。

台湾南投县文化部门一名负责人
说，他是第一次在台湾看到这么漂亮的

牡丹花和牡丹文化特色工艺品。台湾
杉林溪洛阳牡丹文化节已经成功举办
了两届，相信通过这个平台，能进一步
加强洛阳、台湾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宋胜利说，洛阳大唐官窑瓷业有
限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让大唐官窑牡丹瓷特色工艺品走进台
湾游客的日常生活。

花开更艳，游客赏兴愈浓

记者从杉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
获悉，由于近几天天气转好，赏花的台
湾游客数量有所增长，每天在景区售
票处等待买票的游客都排起“长龙”。

洛阳神州牡丹园派驻台湾杉林溪
洛阳牡丹园的技术员谭莹告诉记者，
目前，在该园2012 年栽培的8000盆
牡丹中，部分牡丹已分批次开放。

“今年我们把牡丹花空运到台湾，
牡丹花花蕾没有受到伤害，整体上要
比去年开得好。由于台湾和洛阳的气
候、水质、土质不同，洛阳牡丹到台湾
之后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从目前生
长情况看，运来的绝大多数牡丹品种
已基本适应了杉林溪的生长环境。”洛
阳神州牡丹园董事长付正林说。

摆上台北世贸中心展柜，被
两家台企“相中”，还将引来台商
重点考察……在第二届台湾杉林
溪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的“奇幻
漂流”，让来自洛阳的大唐官窑牡
丹瓷在营销上收获颇丰。

“站在台风口，一头猪都能飞
起来。”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的名
言，道出平台对于营销的重要
性。牡丹瓷此次令人眼热的“成
绩单”，也印证了这一点。正是借

助两岸倾力联办的台湾杉林溪洛
阳牡丹文化节，地处中部地区的
牡丹瓷得以走出洛阳，在更高端
的平台上展现自身价值，在更广
阔的市场中寻找目标客户，在更
深层次的合作中求得共赢机会。

做营销，需要做平台。反思
洛阳的城市营销，我们缺的不是
营销资源，而是到更高平台营销
自己的路径、勇气与智慧。可喜
的是，从“洛阳牡丹遇上西雅图”，

到“洛阳《牡丹》亮相美国时代广
场”，洛阳已开始了登上更高舞台
的努力。怀揣如此的“野心”，更
多运筹帷幄、更多投石问路、更多
市场运作，洛阳将收获更多。

洛阳，到“台风口”去，去挑战
新高度！

到“台风口”去，飞得更高

牡丹绚烂 游人如织

洛阳大唐官窑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宋胜利（左二）在洛阳特色工艺品推介会上推介牡丹瓷精品

宋胜利（右）和杉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董事长陈昭
坤互赠礼品本栏图片均由记者 鲁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