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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以来，孟津黄氏家族在其第17代传人黄烨儒的带领下，研制生产出高仿类、普通
仿古类、特色旅游纪念品3大类800余个品种的产品，叫响了黄氏粤钰青铜器品牌。如今，洛
阳粤钰青铜文化产业已经成立了青铜器工艺研发中心、青铜器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院等，成
为河南省重点文化产业项目50强之一。

黄氏粤钰青铜器——

远古文明与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

屡获殊荣叫响粤钰品牌

针对人们对青铜器“只闻其名，
不问其形”或“不知其名，更不知其
形”的现状，黄烨儒独立设计、研发，
制作出夏、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高仿品共有 7 大类 490 多个品种，
几乎包括了夏、商、周以来出土的全
部青铜器，其中不乏上百件精品，真
正使人们对古代青铜器“知其名，
见其形”，其文化内涵丰富、创新思
想奇异，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广
泛赞誉。

公司创立之初，黄烨儒一直把
精力放在产品的研发和创新上，
并没有去开拓市场，生产出来的
青铜器几乎没有销售，公司面临
入不敷出的局面。不过，黄烨儒
认为这是一个积蓄力量的过程，
他期待自己的技艺全面成熟、产
量达到一定规模、黄氏粤钰青铜
器华丽登场的那一天，而这一天

终于到了。
2009 年 11 月 13 日，中国文物

学会在上海举办“中国仿古工艺
品及技术博览会”，这是全国文物
界的一次盛会，来自全国各地的
近百家青铜企业参加了展会。抱
着学习的态度，黄烨儒带着自己
的产品参加了此次盛会，这也是
黄氏粤钰青铜器第一次登上全国
舞台。

在展会的3天时间里，与会专家
对参展企业的仿古青铜器作品进行
了评定。最终，洛阳粤钰青铜器有
限公司获得了优秀仿制奖，该公司
制作的仿真“毛公鼎”荣获博览会唯
一的金奖。从此，黄氏粤钰青铜仿
真工艺被世人发现，其作品争相被
名家收藏，被誉为“中国一绝”“世界
之最”，而黄烨儒也被收藏界称为

“中华传统工艺大师”“中国毛公鼎

复制之父”。
自此，黄氏粤钰青铜器一炮打

响，黄烨儒本人和黄氏粤钰青铜器
此后屡获殊荣。2009年黄氏粤钰青
铜器被洛阳市有关部门指定为第27
届牡丹文化节专用青铜器礼品；
2010 年，高仿的青铜器作品“象首
耳卷体纹罍”荣获中国国际旅游品
大赛最佳工艺品奖；2010 年，高仿
青铜器作品“九龙瓶”荣获河南工艺
美术精品展银奖；2011年，青铜器创
意设计作品“天子驾六”荣获“河南
之星艺术设计大赛”银奖；2012年，
黄氏粤钰青铜器传统工艺被命名为
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黄烨
儒本人被命名为洛阳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技艺代表人，并有望入选
2014年度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和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技
艺代表人……

正当黄烨儒的青铜器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之时，
2011年由于企业所在的310国道扩宽改造，彻底挤
占了原来的厂区。

经过深思熟虑，黄烨儒下定决心把这次厂区征
迁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绝佳机遇，他自筹资金6000
余万元，在孟津县横水镇征地40余亩，就此开始了
第二次创业。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夏天一身泥，冬
天一身汗，他既是设计，又是监理，还要兼当采购。
就这样经过700多个昼夜的艰苦建设，2013年年底
一座集研发、生产、展示、销售于一体，总建筑面积达
5600平方米，下辖洛阳青铜器博物馆、洛阳市青铜
器研究院和洛阳粤钰青铜器有限公司的文化产业园
区拔地而起，成为孟津横水的一道亮丽风景。

短短7年时间，从创业之初的一亩多地、四五个
技术人员、20多个品种，到现在占地40余亩、总投资
6000 余万元的文化产业园区、80 余名员工以及高
仿类、普通仿古类、特色旅游纪念品3大类800余个
品种的产品，黄氏粤钰青铜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如今，洛阳粤钰青铜器有限公司作为我市旅游
标准化试点示范单位，还担当起了旅游商品发展的
重任，黄烨儒本人也参与了省、市级仿古青铜器企业
标准及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这些标准已经在省、市
级全面执行。同时，以粤钰青铜为代表的青铜文化
产业正逐步成长为我市文化产业重要的支柱，成为
全市文化产业基地和全省50家文化产业重点项目

之一。
站在更高的起点上，黄烨儒又有了更高的追

求：2014年，建立起洛阳青铜器数字博物馆系统，利
用互联网，在更高的层面和更广的范围，宣传展示
洛阳青铜器这一古老悠久的技艺，扩大洛阳青铜器
古老技艺在海内外的影响；2015 年，选择北京、上
海、台湾、香港四地建立洛阳青铜器博物馆连锁展
示中心，争取更多人士积极参与项目的保护与传
承；2016 年，举办首届中国青铜器文化艺术节，展
示青铜器技艺保护与发展成就，交流青铜器技艺
保护与发展经验，促进中国青铜器文化产业健康
发展；2017 年，将现有保护基地的规模扩大一倍，
购置有关保护设施、设备，在保护技艺的前提下，
进行新工艺项目建设，实现青铜器规模化、产业化
发展，最终实现技艺传承保护与产业化发展相协
调的目标；2018年，申请创办河南省青铜器工艺美
术职业培训学院，为洛阳、河南乃至全国培养输送
优秀专业人才。

虽然黄烨儒创办了公司，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
当成商人。他认为，自己是一名传统工艺大师，他
所要承担的，是继承家业与传承和弘扬中国青铜器
文化的双重责任，这种信念他永远不会改变。他会
用自己毕生的精力，把这个传播中华历史文明的特
色工艺做大做强，一直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戚帅华/文 鲁博/图

甘为传承和弘扬青铜文化尽力

黄烨儒仿制的“毛公鼎”屡获大奖

工作中的黄烨儒 黄烨儒创作的“洛阳九龙瓶”

洛阳粤钰青铜器有限公司展销大厅内的展品

所获荣誉

所获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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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花娇艳醉人心 工艺品精美惹人爱

两家台企“牵手”黄氏粤钰青铜器

西周晚期青铜器“毛公鼎”的
出现让台胞大为惊奇，因为这件宝
物可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
宝，代表西周青铜器制作最高水
平。这么重量级的文物竟然被仿
制得如此逼真，还能近距离把玩，
让台湾游客十分震惊。

“太精美了！没想到洛阳有这
么精美的高仿青铜工艺品！”在第
二届台湾杉林溪洛阳牡丹文化节
洛阳黄氏粤钰青铜器专题推介会
上，一位台北游客手持黄氏粤钰青
铜器的小摆件“马踏飞燕”和古代
酒器爵，十分惊讶。

其实，此次黄氏粤钰青铜器专
题推介会展示的产品只是该公司

产品的“冰山一角”。该公司独立
设计、研发的青铜器高仿品共有7
大类 490 多个品种，几乎包括了
夏、商、周以来出土的全部青铜
器，其中不乏上百件精品，真正使
人们对古代青铜器“知其名，见其
形”，其文化内涵丰富、创新思想奇
异，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赞
誉。

洛阳粤钰青铜器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烨儒介绍了黄氏粤钰青铜
器的历史、传承及目前洛阳青铜器
研究及发展现状，并介绍了自己苦
心钻研青铜器的感人故事，打动了
现场不少游客，他们纷纷要求与黄
烨儒合影留念。

经详细推介和洽谈，洛阳黄氏
粤钰青铜器专题推介会“开花结
果”。杉林溪游乐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台湾兰吉尔股份有限公司先后
与洛阳粤钰青铜器有限公司达成意
向性协议。洛阳黄氏粤钰青铜器将
部分青铜器作品留在杉林溪，继续
向台湾朋友展示，杉林溪游乐事业
股份有限公司将作为洛阳粤钰青铜
器的台湾总代理商，在台湾推广和
销售黄氏粤钰青铜器系列产品，预
计年销售额在1500万元左右。台
湾兰吉尔股份有限公司将利用台北
世贸中心的展柜，向世界客商推介

洛阳“宝贝”，预计年销售额为1000
万元。

杉林溪游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刘瑞都说，洛阳黄氏粤钰
青铜手工艺品无论在造型、技术含
量还是文化内涵上，都非常有收藏
价值。许多文物老百姓只能去博物
馆欣赏，却不能拥有，但青铜高仿手
工艺品的出现，满足了青铜器爱好
者的愿望。此次杉林溪洛阳牡丹文
化节，他看到了洛阳很多有创意、有
特色的手工艺品，希望今后两地进
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把好的东西分
享给两地人民。

昨日，洛阳神州牡丹园派往台湾杉林溪洛阳
牡丹园的技术骨干谭莹介绍，最近几日杉林溪洛
阳牡丹园花开正艳，“洛阳红”“百园红霞”“月宫
烛光”“似荷莲”“银红巧对”“黑海洒金”“金阁”

“金晃”“海黄”“虞姬艳妆”等品种鲜艳的花朵引
来不少游客。随着杉林溪旅游旺季的到来，前来
赏花的游客量也开始稳步增长。

为啥一些牡丹的名字与洛阳有所不同？杉
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自然教育中心馆长江华
章解释，为让更多台湾人能了解洛阳牡丹，他们
赋予部分品种牡丹花以动人的历史故事，把文化
元素植入牡丹花中，每个导游都会精心为游客讲
解。

此外，第二届台湾杉林溪洛阳牡丹文化节开
幕以来，台湾的众多媒体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姹
紫嫣红的洛阳牡丹，大篇幅报道杉林溪洛阳牡丹
花开盛况以及游客赏花情况。

3月9日，《联合报》以《引进8000株洛阳牡
丹 杉林溪更美了》为题，大篇幅报道此次牡丹文
化节情况；台湾《中国时报》以《杉林溪牡丹花 盛
开到5月》为题，对洛阳牡丹加以详细报道。台
海网、台湾雄狮旅游网等发布了到杉林溪赏洛阳
牡丹的消息。

有媒体称，杉林溪俨然已成为台湾规模最大
的牡丹观赏园，因为洛阳牡丹的到来让杉林溪变
得更加美丽。 本报记者 常书香/文 鲁博/图

为期两个月的第二届台湾杉林溪洛阳牡丹文化节已过去10天。刚刚过去的周
末，杉林溪洛阳牡丹园花开正艳，再次迎来赏花高潮，台湾媒体纷纷聚焦杉林溪洛阳
牡丹花开盛况。此外，在该牡丹文化节期间，我市还举行了洛阳黄氏粤钰青铜器专题
推介会，两家台企“牵手”洛阳粤钰青铜器有限公司。

台胞对粤钰青铜器爱不释手

两家台企“牵手”粤钰青铜器 台湾媒体聚焦洛阳牡丹

台湾朋友在欣赏洛阳粤钰青铜器有限公司制作的青铜器

游人徜徉牡丹花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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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粤钰青铜器“马踏飞燕”广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