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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分有时很奇妙。十一、二年前，我曾以客户的身份与雅昌北京公

司打过一次交道。当时，他们的印厂在大兴的印刷学院里，条件与

我之前接触的几家印刷公司相比，算是简陋的。但雅昌在三个方面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印刷品的工艺质量很高，二是工作人

员的服务态度很好，三是印制的价格比同行要高。第三点是我当时

所在的公司没能继续和雅昌合作的唯一原因，因为我们印制的不是

艺术类作品。我还记得，当时我和同事在拿到成品后，深为其工艺

折服，认为雅昌具备成为行业领军者的水准。

没想到，十多年后，当我以一个采访者的身份与雅昌集团的董事长

万捷交流时，雅昌的成就早已不限于此—不仅拿遍了全世界所有的

印刷大奖，而且还发展成为集艺术印刷、艺术门户网、数字出版、

实体书屋等多项业务于一身的文化产业集团，并且在艺术领域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雅昌北京公司也早已搬到了位于顺义的雅昌大

厦里。这座由著名建筑师崔恺设计的办公大楼，更像一座艺术馆，

办公室、咖啡间、展厅、回廊、透明电梯巧妙地融为一体，获得的

奖杯摆满一整面墙，雕塑、瓷器、中西方绘画等各类艺术精品随处

可见。从底层直达楼顶的巨大书柜设计尤其令人震撼，一如万捷带

领的雅昌获得的成就。已到知天命之年的万捷，显得比实际年龄年

轻许多。利落的寸头，雪白的衬衫，深色西裤，几条不同颜色的领

带挂在椅背上，颇有枕戈待旦的气势。请我们品清香碧绿的中国茶，

自己喝快捷方便的红茶包。这样一个理性干练的企业家，却是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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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捷：理性的完美主义者

万捷是个理性的完美主义者，这意味着他的人生追求是：一、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二、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最好；三、不断探索最科

学最有效的方法去做事。他创造了享誉全球的“雅昌奇迹”，获得的荣誉无数。他的人生就如一幅油画《花开的季节》里所呈现的生命状态—

明快、蓬勃、喜悦，将之前经历的所有艰辛覆盖不表。

小痴迷艺术的人。他带领企业走向艺术领域的专业化经营道路，表

面看是出于市场的考量，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必然会选

择的道路：只有让工作和他的兴趣、爱好相结合，才会做得有乐趣，

这项工作才算得上是有意义、有意思、有价值的。

与艺术的不解之缘

万捷的童年在文化艺术遭遇灭顶之灾的“文革”中度过，邮票是他

最早接触名家艺术作品的载体。通过集邮，他得以感受到齐白石、

徐悲鸿、吴昌硕等名家的作品风貌。七十年代时，因父母工作的原

因，他时常有机会去美术馆，欣赏那时展出的罗马尼亚、东德等东

欧国家的美术作品。十一岁时，一本连封面都没有的旧书，让他系

统地了解了艺术家黄宾虹。那对于他来说，是一本艺术启蒙之书，

至今他都记得那本书残破的样子。直到 1985 年，万捷才开始接触

东欧以外的外国美术作品。深圳的新华书店里有相关的画册出售，

并有机会欣赏外国美术作品展。1988 年，万捷第一次出国，在日

本参观美术馆，欣赏到了久闻大名的印象派名作，给他留下了强烈

的印象。

万捷推崇宋元时期的画作，不管是写实还是写意的作品，都代表了

中国绘画艺术的顶峰；对于西方的绘画，则比较欣赏表现纯功力和

光色的古典绘画，如伦勃朗的作品。然而他最钟情的还是当代艺术，

那是他感受艺术的新机会。当代艺术跟当下的生活结合更紧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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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人更多地参与到艺术创作当中来。科技的元素、有针对性的主

题，常使观者在欣赏之余，产生出“我也能做”的错觉。但实际上

观者的想象是诞生在艺术家的想象力之后，即艺术家完成作品后观

众才能够想象。艺术家的创作并不是依据一闪念的想法，而是建立

在对主题详细推论和探索的基础上。所以，万捷把跟当代艺术家的

交往视为一个学习的过程，以此感受他们的创作方式。

万捷喜欢明快的色彩和科技更高级的艺术，当代雕塑艺术家展望、

李真的艺术风格最为其欣赏。只是囿于技术条件，现有的工艺和制

作还不能满足艺术家的需求，令一些精彩的想法暂时无法实现，这

也成了他在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一心为艺术服务

万捷在高中时有过做电影导演的梦想，虽然命运让他进入了印刷业，

但兜兜转转之后，还是投身到与艺术相关的领域中来。他创立的雅

昌艺术网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专业门户网站，为艺术品提

供了一个实现商业价值的平台。无论是拍卖公司，还是为新生代艺

术家提供平台的画廊，都是雅昌的重要服务对象。

万捷认为，在目前的国内艺术品交易方式里，拍卖是一种重要的交

流手段，因为拍卖比较公正、透明、专业。在好的拍卖公司，艺术

品会经过严格的筛选、鉴定，在作品的把关方面有一套系统的科学

的方法，让买家在价值和准确度方面有保障，同时也能保证价格的

相对公平。

除拍卖以外，画廊也是一种重要的交易方式。画廊主要与年轻的、

新生代的艺术家合作，推广、传播和销售他们的作品。在画廊里，

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发展轨迹、理论思想，都会系统地呈现出来，

有助于大众尽快地、全面地了解他们。这是画廊比拍卖行有优势的

地方。在画廊里交易，有问题可以直接和艺术家沟通，作品回购机

制也是其诚信体系的一环，所以画廊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艺术品交易

方式。但目前，画廊在中国还是比较弱势的群体。中国需要有更多

的画廊和经纪人，为年轻的、成长中的艺术家服务，让他们更加集

中精力去创作。另外，画廊也需要完善自身的诚信机制。

艺术品的独特性

当下的艺术品市场非常红火，但大部分人对艺术品的热情是缘于它

具有的商业价值，而不是出于对艺术的欣赏和喜爱。对于这种现象，

万捷倒并不担忧。他认为，在这个浮躁和逐利的时代，大家首先考

虑价值价格、保值升值，也无可厚非。中国能投资的产品并不多，

房子不好买、股票不敢买、黄金有波动，对于老百姓来说，艺术品

能升值，也是投资的一个方式。艺术品具有独特性，有观赏价值、

把玩价值、共享和分享价值，这是其他投资方式所不能比拟的。比

如购买黄金、股票，就无法做到与其他人去分享；但艺术品因具有

观赏价值、把玩价值，就可以大家共同欣赏，分享其艺术成就。

分享是一种文化资源。在国外，人们对艺术品的态度是因为喜欢所

以购买，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国内，艺术品也会逐步回归到生活

方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购买了艺术品，比如一幅画、

一件瓷器，很少会放在仓库里让它蒙尘，大多会选择在家里挂出来、

摆出来。哪怕是为了投资顺便挂出来、摆出来的，也能让它们起到

艺术品的作用。万捷说：“社会虽然浮躁，大家逐利，但我觉得随

着大家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对艺术品的理解加深，你收得多了

就研究得多，研究得多了就爱好了，日久生情嘛。所以追求经济价

值也不是个问题。哪怕先是从一个经济的角度入手，但只要接触，

慢慢就会对他的精神、生活有所改变。就像锻炼，首先是为了健康，

但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爱好。”先让艺术品走进大众，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也能让大众过上艺术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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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捷对这个问题的乐观态度，是源于自身的经历。在通过邮票观赏

大师画作的童年，他就喜爱上了集邮。由于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自

小被家中的书香熏陶，他对藏书尤为热爱。

有机会接触艺术品之后，也就很自然地收藏起艺术品来。收藏对于

他来说，就是丰富生活的一种方式，不用郑重其事地对待，心态上

很平和。与很多爱好收藏的人不同的一点是，他的工作与收藏和艺

术紧密相关，别人业余生活才能接触到的东西，他在工作时就能看

到、触摸到、把玩到。万捷不无得意地说：“我上着班就可以收藏。”

因为有这个优势，所以工作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享受。

书会以更美的形式存在

万捷最为热爱、收藏最多的还是书。在他看来，每一本书都有它精

彩的地方。这一点和绘画不同，每个艺术家绘画都有独特的风格，

看多了会发现相同的地方；但书是载体，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用处

就要用不同的形式来呈现，书的大小、尺寸、材料、工艺也都各不

相同。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必要去淘书，尤其是出国时。以马蒂斯、

毕加索的画做封面的书，以很高级的材质做成的书……任何一个爱

书人遇到这样的珍品，都不可能放过。一路走一路淘，往往到了回

程时，和他同行的伙伴都要替他背一些书，即使这样，他还是经常

因为购书超重而被罚款。

与大多藏书人不同的是，万捷的藏书除了为他提供收藏和欣赏价值

外，还有参考价值，从装帧、色彩、工艺等方面给他以灵感。所以，

他才能带领团队制作出“世界最美丽的书”《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

书集》、精美绝伦的《西夏文物》等一系列摘取国际印刷界 Benny 

Award（班尼）金奖的作品。

在数字时代，纸书的命运成为出版界和读书人共同关心的话题。万

捷认为，书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往前走，变成电子书；一部

分往后走，变成艺术品。前者指的是功能性的书。无论是从环保的

角度，还是数字化的大趋势来看，各种数字工具，如互联网、移动

互联网、搜索引擎、云计算等，让那些资料性的、功能性的内容可

以不必再做成纸质书，以电子书的形态呈现就可以满足人们的应用

和需求。

往后走则是指书会越来越豪华、复古。在未来，只有具备艺术价值、

内容价值、纪念价值的内容，才需要做成书。在这种前提下，书首

先会成为艺术品。既然是有价值的、经典的内容，就要用比较高级

的东西来制作，在材料、装帧、设计上都要格外考就。最好的设计、

最豪华的装帧、最好的工艺，由大师来制作，变成艺术家的创作内容、

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工艺师的表现形式聚合而成的艺术品。第二，

书会成为收藏品。书的数量会越来越少，品种会越来越多，个性化

很强，可能未来的每本书都会有编号，都有限量化的痕迹。第三，

书会成为装饰品。在未来，人们在家里放书不仅是为了阅读，更多

的还是一种装饰。比如雅昌做过一本收集了从清政府至今所有的海

关关约的书，装帧精美，设计精良，放在海关工作者的办公室或家里，

就成了非常有行业特点的一件装饰品。第四，成为礼品。书会成为

人类交流的很好的礼品。第五，成为奢侈品。高级的、深具艺术美

感的书，不是大众生活的必需品，而会成为少数人才去问津的奢侈

品。未来那些成为艺术品的书，其成品的样子是由多方来主导的。

艺术家、作家、画家、雕塑家、工艺师……以书为一个载体，大家

跨界合作。书会以一种艺术的形态，来进行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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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本伟大的书

很多企业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正好处于奋斗期，投入在孩子身上

的时间和精力很有限，万捷坦言他也差不多，只能做到在繁忙的工

作和社交之余，尽可能抽出时间陪伴他的儿子。

儿子是曼联的球迷，爱屋及乌，万捷也就跟着喜欢上了曼联球队。

在儿子十六岁那年，万捷承印了一本巨书—《曼联》。做这本书，

第一要有很大的厂房，而当时雅昌的厂房条件达不到要求；第二要

有研发设备，因为书太重，正常的搬运设备无法满足制作的要求；

第三，此书非常重、非常厚，用一般的工艺形式和结构也很难承重。

基于这三点，雅昌需要做厂房的搬迁，要研发设备，还要在技术上

进行研发，才能进行制作。这是一个既耗费精力又有很大挑战的项

目，但万捷用半年的时间，进行了设备的研发、引进，搭了专门的

厂地，用特殊的工艺保证书的强度和质量，最终完成了这本厚达 8 

50 页、重达 3 5 公斤、面积有 50 0mm×50 0mm 的巨书。立体印刷、

牛皮封面、银丝页边，都让这本书看上去像一件艺术品。当这本被

查尔斯王子赞为“伟大的书”呈现在儿子面前时，儿子真是兴奋极了。

万捷说，跟家人的感情就应该是这样，他喜欢，你就为他去做。

万捷和儿子处得像朋友一样，有机会就一起去世界各地游玩。出门

在外，有时甚至是儿子去安排各种事情，来照顾他。不能在一起的

时候，也会用其他方式进行沟通。“一般的男孩子会这样吗？”万

捷说着，用手机翻出一条微博，是他儿子发给他的，内容是爸爸我

爱你，还附了很多快乐的表情。万捷举着这条微博，脸上溢满一个

父亲的幸福和满足。

完美的意义

万捷的星座是双子座，他身上也确实有一些双子座的性格特点：聪

明灵活、兴趣广泛。他喜欢阅读、电影、音乐、美术、设计、运动，

业余生活被各种社交活动填满；他欣赏一切美的事物，无论是收藏

的书、画、雕塑、瓷器，还是呕心沥血制作出来的如艺术品般的美书，

都觉得各有千秋，说不上更偏爱哪个。但唯有一幅油画，在他的办

公室里挂了十四年，是画家闫平于 1997 年创作的《花开的季节》。

这幅静物花卉色彩明亮、枝瓣饱满，将花朵在盛放时的完美状态淋

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那蓬勃的生命力和喜悦的幸福感扑进眼睛里，

又唱着欢歌飞到晴朗的天空外。一个完美主义者很难不喜欢这样的

生命状态—明快、蓬勃、喜悦，将之前经历的所有艰辛覆盖不表。

万捷说，他的经历比较顺，虽然这个“顺”可能来自他对困难的不

予回忆。很多企业家在事业有成后，回忆艰难的打拼岁月，难免会

有些自怜，觉得自己吃了很多苦，当年是多么艰难，内心曾多么痛

苦……万捷说，对于过去他不觉得怎么难，因为都过去了，难或不

难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对于做出的成绩，万捷看得也很淡。他认为做书不像做发明，发明

对人类永远有意义，比如电话、汽车的发明，能深刻地改变人类的

生活，但书做出来只是完成了一个项目而已。哪怕是得奖，也没什

么特别值得高兴的。当然，2003 年因《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书集》

一书第一次获得 B e n nyAwa rd 金奖时，他还是很兴奋的。作为

北京印刷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拿到这个被称

为印刷界“奥斯卡”的最高奖项。可以想象在领奖那一刻，他的人

生就像歌曲《怒放的生命》里唱的那样：“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

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只不过，如若把

当时的情景拍成 MV，在主歌部分的画面却不是“曾经多少次跌倒

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的励志镜头，而是万捷因为过于

激动，紧张得频繁奔向洗手间的画面……直到今天，这段小插曲仍

是万捷用来自嘲的保留节目。

对于未来，万捷觉得像目前这样做下去就挺好，当然，还有很多目

标和计划在规划、实施中。随着年龄的增大，虽然经验在增加，但

是体力、能力、知识结构、知识水平也开始感觉有局限，会觉得比

过去稍微吃力。而且综合的经验多了，完美的倾向也会更强烈。这

都是他需要想法去解决的问题。

乔布斯是万捷最推崇的实业家，他说过“活着就要改变世界”，万

捷认为“活着就要有益于世界”。他选择了为艺术界服务的事业，

既享受了爱好，又实现了理想，还获得了成就感，这种人生在他看

来很完美。作为一个理性的完美主义者，他喜欢不断地把自己的想

法规划清楚，不断地创造有难度的目标并一步一步去实现，不断地

激励自己去超越自我、完善自身，做一些有益于人类的事。这，才

是他一生所追求的完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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