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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贾淘文）9月19日，适逢中秋佳节即将到
来之际，由“唐代白瓷烧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牡
丹瓷创始人李学武大师发起的“天香京城画中秋”牡丹瓷对
话中秋文化座谈会在北京河南大厦召开。活动中，与会嘉
宾对传统牡丹文化进行了深度的探讨，同时展望了牡丹瓷
这一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李学武大师在活动现场表示，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
和文化中心，是文化艺术创新和发展的沃土。此次牡丹瓷

“花开”北京，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与最前沿的文化和科技相
结合，为我们的陶瓷文化和牡丹文化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创
新，同时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牡丹瓷。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牡丹花自古就有
华贵、吉祥和团圆的美好寓意，但牡丹的花期相对较短，且种
植难度较大，因此绽放的牡丹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常
见。为了将牡丹之美永留人间，让更多的人领略到洛阳牡
丹的国色天香，15年前，李学武大师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
上进行创新研发。他经过近3年潜心研究与探索实践，历经
数百次反复试验改进后，于2009年底，以唐代白瓷技艺为基
础，创造性地将牡丹文化元素与中国陶瓷技艺相融合，成功
研制出独具特色的牡丹瓷。牡丹之美在匠人的巧思创作下
浴火而生，曾经转瞬即逝的国色天香，永久地定格在瓷盘之
上，成为装点百姓生活，传递中华文明的“文化之花”。

活动现场，李学武大师展示了最新研发的“小花匠”饰
品以及牡丹文化和白酒文化有机融合产品——“国花湄
窖”。“小花匠”饰品集国瓷文化、国花文化与当代时尚美学元
素于一体，展现出别样的文化魅力，将中国传统陶瓷工艺与
现代审美结合，瓷花与金属的搭配相得益彰。

“我始终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不断拓展文
化创意产品的领域和市场需求为己任，不断发扬以牡丹瓷
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陶瓷艺术。”李学武大师表示，牡丹瓷
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树一帜，不仅因为其精湛的制

作技艺和别具一格的设计，更源于品牌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发展理念。
截至目前，牡丹瓷已经走向177个国家，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窗口。李学武

大师已经推出了包括“李学武牡丹瓷”“河洛盛世”“东方妞妞”“小花匠”在内的4大品
牌，“陈设艺术”“家装艺术”“饰品艺术”“日用艺术”“特别定制”“城市艺术”6大系列
上千余个品种。其中“河洛盛世”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其系列产品被认定为“中
国名优产品”。

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同时，李学武大师的艺术造诣也愈加炉火纯青。多年来，
李学武创作的《出水芙蓉》《独占春日》《牡丹四品》等众多牡丹瓷作品，获得了我国工
艺美术类最高奖“百花杯”金奖和代表中国陶瓷界最高水平的“大地奖”金奖；作品

《福寿永驻》葫芦花瓶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收藏，《福寿永驻》《富贵长寿》等牡丹瓷
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多年来，李学武大师带领创作团队反复学
习中国文化精髓，深挖河洛历史资源，打造以“陶瓷文化、牡丹文化、太极文化”有机
结合的企业文化理念，形成独树一帜的品牌文化效应。李学武大师谈及未来发展时
表示，我们将继续深耕陶瓷文化领域，加大在产品创意研发与设计方面的投入，让以
牡丹瓷为代表的优秀陶瓷艺术品走向世界，让牡丹瓷“花开”五洲、香飘四海，向世界
展示盛世中国的华丽与热情，不断实现中国陶瓷的伟大复兴。

本报讯 （记者 贾淘文 文/摄）紫
檀、金丝、银丝、大漆……日前，记者在
由中国眼镜协会、中国中轻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三十四届中国国际
眼镜业展览会上看到，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红木嵌银）与高端眼镜
完美跨界，山东潍坊的匠人们用自己
的双手，为红木和白银安排了一场华
丽的相遇，传统与时尚的融合让人眼
前一亮。弘毅传承品牌以“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三百年红木嵌银工艺”
为使命，将地方特色非遗手工艺创新
运用到眼镜与眼镜盒上。闪耀的金属
光泽配上深沉内敛的紫檀木色，两者
相得益彰，互为衬托，彰显出佩戴者儒
雅温和的气质。

展会现场，伴随着非遗匠人叮当
作响的敲打声音，一根根细弱游丝的
金线被完美地镶嵌在红木之中。很多
观众被眼前精湛的非遗技艺所吸引，

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并和工作人
员进行深度交流。一位年轻消费者对
记者说：“第一次近距离欣赏了红木嵌
银的制作工艺，感觉到我们国家的传
统非遗技艺非常瑰丽多彩，我们的能
工巧匠真是非常厉害。紫檀木和白
银、黄金既可以做成精美的工艺品，又
可以制作成具有实用功能的眼镜架和
眼镜盒，真的是意想不到，让人眼前一
亮。”

该 品 牌 负 责 人 刘 成 岗 向 记 者 介
绍，山东潍坊红木嵌银工艺是国务院
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始创于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近四
百年的历史。早在 1915年巴拿马国际
博览会上就被授予“最优奖”。潍坊红
木嵌银漆器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
品 ，经 常 被 作 为 国 礼 赠 送 给 国 际 友
人。“我们之所以会在展会现场向公众
进行技艺展示，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

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山东潍坊的传统
非遗技艺，第二是想向广大消费者传
递手工制作的‘匠心温度’。红木嵌银
工艺是不能够用机器去替代的，每一
件作品的诞生都倾注了匠人的心血。
这样一件融合了深厚人文底蕴与传统
技艺的眼镜产品，不仅是一件充满艺
术性的实用品，更被赋予了匠心的温
度和情怀，能够充分满足消费者高品
质消费的需求。”

据介绍，2015 年，弘毅传承品牌将
红木嵌银工艺运用到眼镜与眼镜盒的
制作上，经过多年的不断设计与完善，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眼镜品类，也为传
统的国家级非遗技艺的创新传承开拓
了新的道路。

“一件红木嵌银作品的诞生，要经
过复杂的制作过程。匠人先要在红木
上雕刻出与图案一致的凹槽，之后辅
助镊子、锤子将金丝、银丝等贵金属材

质嵌入到刻好图案的凹槽中，再经过
天然植物大漆髹饰并仔细打磨后才能
完成。因此，制作红木嵌银眼镜所需
的配件要耗费大量的人工精力，一个
熟练掌握技艺的高级技术工人每天最
多只能镶嵌 30 个眼镜配件。”刘成岗
介绍道。

由于木材本身会根据温度和湿度出
现伸缩性，制作出的眼镜如何保证产品
的稳定性也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对此，刘成岗向记者介绍：“红木
嵌银眼镜为了保证产品红木部件的稳
定性，采用了两个方法，第一是我们所
选取的紫檀木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料，
其木质变化经过陈放后已经释放，基
本不会变形，同时经过了高温、烫蜡、
髹漆等工艺加持，保证了其木质的稳
定性。第二我们在设计方面也是充分
运用了‘偷梁换柱’的原理，即木质部
件在眼镜上并不起到承重作用，而是
在钛合金的镜架上通过穿孔、镶嵌等
工艺进行组合。以这种工艺制作出的
眼镜，既体现出红木嵌银高端的工艺
属性与独特的文化魅力，同时又保证
了眼镜整体结构的稳定性以及轻便
性，给予佩戴者更多、更好的佩戴体
验。”

刘成岗表示，传统非遗传承至今，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应该锐意创新，
要以现代人的审美方式和生活方式赋
予传统非遗技艺新的应用场景。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差异化消费需
求逐渐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在竞争
激烈的眼镜行业中，如何能立足差异
化竞争优势，创新传承优秀非遗技艺
是品牌未来将不断探索与追求的课
题。未来，我们将在不断推出优秀好
产品的同时，积极拓展品牌价值，让更
多的人爱上国家级非遗红木嵌银技
艺，爱上山东潍坊丰富多彩的非遗文
化 ，享 受 到 来 自 传 统 非 遗 的 新 文 化
魅力。

饥饿营销引发抢购热潮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1元珠宝并不是海
量供应，网友想要买到1元珠宝，首先要关注直
播间，之后还要跟着主播的节奏进行回复关键
词和积极互动，有些直播间还会要求网友进行
直播分享或加入粉丝团。记者发现，这类直播
都会设定一个情景，有的是某知名珠宝集团的
董事长送福利，有的是商家身染重病急需甩货，
有的是外籍老板低价甩货换钱，更有甚者是主

播在一片狼藉的现场，哭诉自己因为价格低廉，
被同行打压干不下去了。网友听着主播的介
绍，逐渐被主播所营造的剧情所吸引，同时随时
准备着1元珠宝上架开抢。

在此类直播中，主播会进行长时间大段的
情感独白和产品介绍，不断强调商品的真实性，
和自己真心回馈消费者的决心和信念。如果有
网友催促其尽快上架1元珠宝，主播则会以“助
理正在统计库存”“不讲明白，大家不会信我”

“相信我的朋友请刷屏‘相信主播’”“要翡翠扣
1，要和田玉扣2”等话术进行回复。其中，在主
播的直播话术中，“1元钱，够不够邮费！”的疑
问，成功打动了不少消费者的心。记者粗略统
计，此类直播中1元珠宝的上架间隔都在10分
钟以上，甚至更长，而且上架商品的数量也并不
多，抢不到的人会继续期待下一件商品的上架。

记者观察发现，此类直播间在售出十几件1
元珠宝后，在线用户数达到峰值，随后该直播间
销售的珠宝产品的价格，也逐渐从十几元上升
至几百元，有的“名贵珠宝”竟高达千元以上。
不少网友在抢购1元珠宝营造出的热烈氛围下，
也会购买随后推出的高价的珠宝产品。当直播
间人气不足，或上架商品抢购热度下降的时候，
主播又会开启新一轮1元珠宝的抢购环节。在
记者观察的3个小时内，这样的营销模式和话术
被主播不断循环。

直播中，有网友在直播间反馈所购买的珠
宝为假货，主播当即表示该网友是同行恶意竞
争派来的“小黑粉”，因为自己卖的珠宝便宜，影
响了同行的销售，因此遭到打击报复。主播在
对该网友进行禁言的同时，也会让其他网友集
体刷屏回复关键词，将该网友回馈信息挤出屏
幕。有的主播还会借题发挥，在直播间声泪俱

下地进行哭诉，向网友表明自己为大家谋福利
的“不容易”。然而，其中的真实情况，令人不得
而知。

鉴定结果“一眼假”

直播间里主播言之凿凿的“1元保真珠宝”
到底是什么呢？

记者带着这个疑问，以顾客的身份，在某平
台的四家直播间分别以1元至1.99元的价格抢
购了四件产品，其中包括帝王绿翡翠项链、俄罗
斯碧玉手镯、和田玉佛牌吊坠、莫桑钻戒指耳钉
套装，四件商品的物流信息显示发货地点均为
江苏连云港。记者在购买时，四个直播间的主
播都明确表明“所售商品绝对天然保真”，有一
家的主播甚至给出了“接受复检，假一赔十”的
口头售后保障。

9月17日，记者带着这四件珠宝寻求业内
专家进行鉴定。当记者打开包装时，该专家当
即表示，这些珠宝属于“一眼假”的仿冒宝玉石
制品，根本不需要通过仪器检测，仅凭肉眼就可
以断定其材质。专家用专业放大镜观察后给出
结论，记者购买的所谓翡翠、碧玉、和田玉其内
部均出现了细微的气泡，因此可以确定所谓的

“翡翠玉石”均为玻璃制品，而莫桑钻戒指耳钉
套装，经过测钻笔的检测，也证实其为玻璃制
品，所谓925银镀18K白金的戒托，经过砂纸简
单打磨后出现褪色现象，呈现出淡黄色的合金
材质。

最终专家给出结论，这四件产品仅从颜色、
重量上看，明显不属于天然宝玉石产品，只要有
一点专业常识的人都能够轻松地辨别，因为玻
璃制品的重量远低于天然玉石，只要用手掂一
下重量，就能够真假立现。

“天然的宝玉石产品在颜色上很难出现完
全的一致，记者购买的项链呈现出的浓绿颜色，
如果是真的天然翡翠，其价格应该可以达到了
千万元级的级别，属于普通珠宝市场上难得一
见的珍藏品。”该专家幽默地对记者说：“花1元
钱买串玻璃珠子其实也不算吃亏，不过要是真
的幻想能够以小博大去‘捡大漏’，那就是‘逗你
玩’了。”

“免费”的背后是附加的消费

“抢购1元珠宝其实和买保健品送鸡蛋是
一个套路，免费鸡蛋的背后，是吸引和筛选潜在
目标消费人群，在博得消费者信任的同时，激发
起冲动消费的欲望，最终实现千元、万元的销
量。消费者看似赚到了，但是却在无形中走进
了商家的营销布局。”从事电商经营多年的安迪
（化名）向记者详细解读了1元珠宝的营销套路。

“很多网友会认为，1元钱即便是买到了假
冒珠宝，自己也并不吃亏。但是在电商领域，这
种做法可以说是稳赚不赔的。首先，这类1元珠
宝大多数都是采取‘饥饿营销’的方式进行销
售，直播中主播会进行长时间的话术讲解和故
事渲染，网友为了得到1元珠宝的购买机会，会
不由自主地跟着主播的节奏进行互动。这样的
结果就是该直播间会在短时间内吸引众多网友
的关注，在线用户数和用户活跃度会大幅度提
升，单品类的直播排行就会相应的上升。一些
电商平台对于用户数多、活跃度高的直播间会
进行流量倾斜，越热闹的直播间用户越多，这是
第一步先占住‘人场’。”安迪对记者说：“在此
类直播中，主播都会设计一个营销场景，在一个
个充满戏剧化的剧情中，普通消费者更容易产生
同情心理和猎奇心理，留在直播间边听故事，边
等待抢购。在1元珠宝强大的价格优势吸引下，
商家逐渐取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和关注。在主播
一轮一轮激励话术的影响下，真正留在直播间的
用户无疑都是对商家话术深信不疑的人。经过
多轮互动筛选出的目标用户，为商家随后推出的
高价产品，筛选出了‘优质客户’。”

而对于很多消费者不理解的邮费问题，安
迪表示，消费者日常面对的物流服务都是按件
收费，一件同城快递的价格就在10元左右。而
在一些电商聚集区域，很多物流公司会为商家
提供包月的服务，在一个月内，商家可以不断发
货，完全不用考虑邮费成本，这就是1元钱包邮
的原因。

“当然，网络上也并不是所有销售低于市场
价格的商品都是套路，但是广大消费者应当明
白一个道理，当您发现商家的话术越来越吸引
人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冲动消费带
来的经济损失。在此向广大网友分享一句话：
免费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人们喜欢免费的
东西，甚至是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免费让人丧
失理智，也会让人产生附加的消费。”安迪如是
说道。

□ 左 鲤

如今，线上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
费者的主要消费渠道。在一些经营
珠宝首饰的直播中，主播会不定时地
抛出一些1元珠宝，用于增加直播间
的用户活跃度。但是，有消费者反
映，商家销售的珠宝产品，在收到货
后发现和卖家实际宣传展示的产品
不一致。商家明明说的是保真的宝
玉石产品，到手后确是不值钱的假
货。很多消费者觉得 1 元钱并不太
多，因此选择了息事宁人。

那么，商家这种做法是否涉嫌消
费欺诈？

对此，北京柏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孙发耀明确表示，商家通过虚假宣传
的方式，以 1 元低价吸引顾客，用低
劣的假货冒充宣传中的保真玉石的
行为，已经构成了消费欺诈。

消费者花 1 元钱买到的所谓宝
玉石产品，依然可以主张申请理赔。根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存在虚假宣传，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
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
的 3 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500 的为 500 元。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简单地说，即便
消费者只花费了1元钱购买到了假冒珠宝，依然
可以向商家提出500元的赔偿要求。

孙发耀表示，网络空间并非不法之地，线上
商家和线下商家一样，都应该遵循诚信经营的原
则。如果因为一时的眼前利益而做出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事情，商家轻则将面临相关部门的处罚
与消费者索赔，重则将严重影响整个珠宝首饰行
业乃至电商行业的诚信度。此外，作为电商平台
的运营方更应起到积极的监督作用，不能因一时
的放任，纵容不法商家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欺诈，
一旦产生严重后果，电商平台也需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根据《民法典》以及《网络安全法》的
相关规定，提供直播的平台如果不能提供、审核
不严、未审核商家真实身份信息，不但要面临行
政处罚，还有可能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消费者的
损失，以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最后，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在网络购物时，
切勿盲目听信主播的话术引导，不要相信所谓的
各种情景展示。花1元钱买一件假冒珠宝虽然
不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一旦走进了不法
商家精心布置的套路中，就很容易产生大额的消
费，增加潜在的消费风险。

（本栏目由北京柏舟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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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遗技艺让人“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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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新说法消费热点

1元珠宝是赔本赚吆喝，还是放长线钓大鱼？

近日，一网友在短视频平台晒出了其老母亲通过直播间购买的各类“珠宝”。视频中各类珠宝

摆满了老人的床铺，老人一件件向其进行展示，将“如获至宝”这个成语进行了生动地诠释。拍摄视

频的网友不禁发出感叹：这就是我妈学会网购以后给我留下的“传家宝”。

记者在网络直播平台搜索发现，近期以“1元珠宝”为卖点的直播形式在各大直播平台频繁出

现。直播间内五光十色的珠宝产品令人眼花缭乱，众多网友在主播极力地吆喝和推荐下，开启了

“疯狂捡宝”模式。

对此，不少网友产生了疑问：1元钱真的能买到珠宝吗？邮费都不够，商家是赔本赚吆喝，还是

放长线钓大鱼？
□ 本报记者 贾淘文

直播间展示的直播间展示的11元珠宝元珠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