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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
用艺术抵抗遗忘，用文字记录时间

“纸质书有它的色彩性、装饰性、奢侈品性，这些统称为艺术品性。

传递这些书籍并展出，其实是另一个维度的艺术传播。”

除了那面长 50 米、高 30 米的艺术书墙“Artron Wall”，深圳文博

会雅昌艺术中心的“大阅读”艺术大书特展，也在文博会即将落下帷

幕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在一楼的展厅内，陈列着全球各地出版印刷的大型书籍。这些面积和

重量相当于普通图书三四倍的大书，被万捷称作“艺术品”：“你不

觉得很有想上前翻看的冲动吗？”在他看来，这些装帧严谨、内容精

美的大书，是真正值得印刷的“艺术品”。

大数据颠覆了以往单一印刷的陈旧观念，再次证明了雅昌的艺术传

播力。

上世纪 90 年代创办雅昌印刷公司时，万捷对公司的最初定位是主做

艺术印刷。“起步很艰难，我们基本上什么都做，什么都吃。但还是

想从某个角度切入，做一些真正的艺术印刷。”

于是，万捷由拍卖行切入，迅速包揽下博物馆、艺术家的书册印刷业务。

2000 年是一个节点，这一年的互联网掀起一波线上商业模式狂潮。

“我那时在想，如果用个互联网的方式和途径把产品说明书弄出来，

这和以往的传统印刷不同了，这就很厉害了。”

彼时的他已经意识到传播渠道对产品的重要性。2000 年，他创立雅

昌艺术网，成为国内少有的艺术在线互动社区。“当时是想给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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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拍卖服务，并且为艺术品经营做一个增值服务。”

数据库在雅昌艺术网的运作中占据核心位置。如今谈及印刷和物联

网、数据库在雅昌内部的定位，万捷表示，过去印刷对于雅昌来说是

夯实基础，而在如今的互联网信息社会里，印刷仍是全产业链的重要

一环。

“通过为人民艺术服务而汇集艺术资源，形成中国艺术品数据库，并

提供给拍卖行业与一二级市场，为艺术品收藏领域提供各一个大工具

和更为便捷的途径，这就是雅昌目前的定位。”万捷说。

其实进入新世纪，他就开始意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大数据的群体细

分原则，让他意识到对用户群体“私人定制”的重要性。传统艺术肯

定有固定分众，当代艺术则以年轻人及年轻收藏家为主，他们的互动

性和朝气更强，和社会的互动性与关联也更紧密。万捷利用艺术数据

库的优势传播艺术理念，让用户不光认同雅昌的印刷实力，更认同雅

昌的艺术传播力。“打个比方，我把 300 幅画全部数据化进行备份，

在过去，印刷只能容纳 100 册的容量。而现在，通过数据库，在互

联网里通过各式应用、数字展览、APP 等直接拿来做，现在的数据

可以随时做一本动态的书，容量比原来要更大，限制也更少。”

“我敢说，了解齐白石的人和对其画作一无所知的人，在审美情趣方

面肯定有天壤之别。”

万捷眼中的大数据，颠覆了以往单一印刷的陈旧观念，大数据不仅仅

是数据，还是一幅幅扩张开来的艺术品，扩容增量的前景不可限量。

万捷对国内目前的艺术教育多有不满。这种不满，体现在他对当代中

国人在各个领域急功近利的不屑上。“直到现在，我们的艺术教育更

多的都在培养艺术专业人才。考美院，很单纯的想法，要求也很固定，

比较容易突击去做好。至于大众如何去鉴赏艺术，又达到何种欣赏水

平，没人会去管你。”

万捷希望雅昌能够承担起艺术普及教育的重担。他的构想是将雅昌铸

造成一个以艺术普及教育为终极目标的文化企业。“你不去传播，不

去输出理念，很多人就不再知道，也无心去了解艺术。知道不一定会

喜欢，但不知道肯定不会喜欢。我敢说，了解齐白石的人和对其画作

一无所知的人，在审美情趣方面肯定有天壤之别。”

为此他提出“为人民艺术服务”的口号。他希望改变“喊口号”这种

嘴上的号召方式，以实际姿态做到真正去服务艺术家、艺术机构和艺

术爱好者。

“艺术教育与艺术服务，其实是艺术最终结的东西，都是以教育为目

的，去共享，去分享。”万捷说。

在万捷看来，送你一本装帧精良的《红楼梦》全本，比发个邮件给你《红

楼梦》全本电子版来的更为诗情画意。

曼联球迷万捷于 2006 年在伦敦完成了一次对艺术品的自我思想

升华。当年，作为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他受邀参加查尔斯基金会

主办的公益活动，公益拍卖的作品便是雅昌印制的曼联足球俱乐部的

纪念册。

万捷意识到“曼联拥有全球最多的拥趸，庞大的粉丝群有消费与缅怀

其历史的需求，那么纪念册无疑可以全部满足他们。”

万捷认为好书当然就是艺术品。“用艺术抵抗遗忘，用文字记录时间。”

他以尼泊尔地震为例，“很多古籍被震没了，相当可惜。如果有文字

记录，600 年前甚至更早的砖块瓦砾也都能完整显现。”万捷推崇

用艺术品，尤其是制作精良的书册，来追溯历史研究过去。”

在万捷看来，送你一本装帧精良的《红楼梦》全本，比发个邮件给你《红

楼梦》全本电子版来的更为诗情画意。“纸质书有它的色彩性、装饰性、

奢侈品性，这些统称为艺术品性。传递这些书籍并展出，其实是另一

个维度的艺术传播。”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明了印刷术的国家来说，书本印刷其实自古以

来就不是特别高级。你看那些古代的书，都是文字居多，鲜有配图。

形式大都简单，都是线装书，对图像要求不高。”所以在文博会期间

的那块巨型书墙上，万捷对那本西方传教士 1655 年（清初）时写明

末时间中国国情的古书特别钟情，“放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历史，

是时代痕迹，是中西方文化大交融，是艺术在纷飞。渐渐地，大家也

都潜移默化的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