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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捷： 大道至简 悟者天成

编者按：《深圳商报》推出“向创业者致敬——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35 周年特别报道”, 将通过权威媒体的客观视角，揭秘深圳创业传奇

背后的秘密。万捷董事长作为深圳创业者代表之一，讲述雅昌文化集团的创业发展史。

万捷，1962 年 6 月生，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全国政协委员。

1980 年至 1984 年，在北京印刷学院学习。1984 年至 1992 年，

历任深圳美光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厂长、董事、总经理。1993 年

至今，任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全世界最大的艺术书墙大到什么程度？高 30 米、宽 50 米的丰碑式

艺术书墙，足足有四层楼那么高，一面墙的藏书量就超过了许多小型

图书馆。

雅昌文化集团耗时八年，从各大顶级博物馆、美术馆、出版社、图书

馆搜罗来珍稀艺术图书近 5 万种 12 万册。在寸土寸金的深圳，雅昌

文化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万捷率团队搭建起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艺术书

墙“Artron Wall”，打造出全球首创的博物馆式书店，成为引人瞩

目的深圳文化艺术新地标。

从一家传统印刷公司，用 22 年发展为中国艺术界不可忽视的一股力

量、中国文化产业创新的一个范本，离“卓越的艺术服务机构”目标

越来越近，万捷的“中国梦”正在变成现实。

在各大城市打造“东方艺术图书之都”，欲引领全球的艺术图书版图；

通过创新把传统印刷、IT 科技和文化艺术有机结合，打造为艺术全

产业链服务的全球最大公司；以最大数据库，做艺术界的“四库全书”万捷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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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大基因”……起步于深圳，而绝不囿于深圳；前路没有指引，

四周亦无人同行，万捷的每一步前行，都可用“不走寻常路”来概括。

最终雅昌为中国文化产业形成核心竞争力，为传统产业与新经济接

轨，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与前瞻性的成长样板。

南下深圳创业瞄准艺术印刷

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万捷缔造了一个文化企业的传奇，他本身的经历也堪称传奇。在雅昌，

万捷向深圳商报记者讲起自己的独特经历，依然十分兴奋。

1985 年，大学刚毕业的万捷放弃铁饭碗，从北京登上了南下深圳的

火车，进入一家日资印刷企业。仅仅 7 年时间就成为最年轻的董事。

可是刚过而立之年的他选择从零开始创业，创立雅昌文化集团的前

身——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回望来时路，万捷告诉记者，南下深圳，是因为“怀揣着梦想”；选

择创业，是因为“外资企业有很多弊端”。

1992 年小平南巡，激起了万捷的创业热情。1993 年，他在香港注册

新公司时，在众多英文名字中，他一下就被“artron”吸引了——艺术

（art） + 电子（-tron）。回到深圳，他把这个名字翻译成了“雅昌”。

此时的深圳印刷界，低端包装印刷业务的竞争日趋激烈。1994 年，

万捷通过一单拍卖图录的生意，开始介入艺术品印刷，率团队开始主

攻高品质的艺术图书印刷，“做别人做不了的，我就能拥有无可替代

的优势”。

此后，雅昌完成《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申报报告》和与英国出版社合

作的“巨书”《曼联》的印刷任务，让全世界见证了印刷业“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的进化。此后还承接了《超级碗》、《迈克尔·杰克逊》、

《凯尔特人》等大书的订单。

雅昌结合书籍的内容、设计理念提供与之匹配的印制服务，完美呈现

书籍，与世界著名的设计大师共同将书籍打造成奢侈品、艺术品和礼

品。自 2003 年以《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首度荣获有着“国际

印刷奥斯卡”之称的班尼金奖之后，雅昌拿奖拿到手软。2015 年的

第 66 届美国印制大奖榜单近日揭晓，8 项班尼金奖再度收入囊中，

雅昌（深圳）艺术中心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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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也再次成为全球获金奖总数最多的印刷企业。

内容和资源成为新核心

“打造中国艺术的四库全书”

万捷很早就研究过日本的印刷行业，在日本经济大萧条的时候，首先

崩溃的是出版业。但有两个企业不但没有崩溃，反而逆势而上。究其

原因是它跟 IT 结合，把印刷技术用在 IT 上，用新的思维方式对技术

进行延伸。这给了他很大启迪：“传统文化企业要想有所发展、有所

作为，就要作颠覆性的改变，学会用 IT 思维来经营，探索新的经营

模式。”

2000 年前后，雅昌艺术网成立。而建设网站必须有数据库，数据库

的打造也就此开始启动。其艺术品数据库涉及古代、近现代、当代的

书画、古玩，大多是各大博物馆的馆藏珍品，每张图片都配有介绍资料、

历届拍卖数据等电子化数据。

“互联网 +”战略如今已经上升至国家层面，而万捷引领下的雅昌从

十多年前就开始进行尝试。他向记者表示：在“互联网 +”行动中，

数据库是非常大的支撑和载体。多年来，雅昌在书画、文物、拍卖、

摄影等艺术类印刷业务中积累了大量艺术家、艺术作品及相关数据资

源。通过将这些资源和数据整理归类，借助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雅昌文化集团建成中国艺术品数据中心。

以纸墨为桥梁，以科技为支撑，为数字时代下的文化艺术找到新的生

存空间。万捷感叹：“建立数据库是雅昌发展很重要的节点，网络打

开了雅昌从传统印刷走向数字出版公司的产业升级。”

如今雅昌艺术网已经 15 岁，它悄然改变了雅昌的产业结构和形态。

目前已经为全球近 500 家艺术品拍卖公司提供预展、广告、直播、

数据管理等方面的服务。2014 年雅昌艺术网的赢利达到 6000 万元。

数据库中更是收藏了 6 万余名艺术家、2000 多万件艺术品珍贵的图

外界看雅昌

雅昌数据处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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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资料，并以数据的形式永久存储起来。15 年过去了，万捷还有更

远大的追求——“要打造一个可以留传后世的艺术品数据库”。按照

他的设想，中国艺术品数据库要建成全球最大、最全面的有关中国艺

术家、艺术品内容的数据库，并不断刷新，成为中国艺术的“四库全书”。

2008 年，在雅昌文化集团成立 15 周年纪念大会上，万捷宣读了一

份雅昌企业的“遗书”：“人和企业都是有生命的，如果有一天雅昌

不在了，雅昌所保存的这些艺术品数据，属于人类、属于社会、属于

国家”。

6 万名中国艺术家皆是客户

“为艺术全产业链服务的服务商”

经过多年拓展，雅昌的整个布局和模式都有很大的变化，印刷现在只

是雅昌全产业链中的一个末端服务环节。在万捷看来，印刷是个大概

念，包括数字加工、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真正要转型，还是应

该从客户需求、市场需求出发，打造自己的商业模式。

通过建立核心数据库，雅昌把艺术品行业最主要的参与者——拍卖

行、画廊、投资者、画家、印刷出版公司联系在一个平台上，由此发

展互联网、数字资产管理、摄影、出版，以及展览策划等业务。

万捷兴奋地说：“雅昌定位艺术行业，不断延伸服务范围。现在的雅

昌已经是全球范围内为艺术的全产业链服务的最大公司，也就是最

大的服务商。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因为其服务对象是 6 万名中国

艺术家。在国际范围内，没有一个企业能为 6 万名艺术家提供服务，

没有哪个公司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只有中国，只有雅昌”。

通过提供艺术全产业链的供应，从艺术的传播到创作再到交易，处处

都有雅昌服务环节，形成了以艺术数据为核心，IT 技术为手段，覆

盖艺术全产业链的全新商业模式。

作为服务商，他们不断地通过授权，把数据库打造成各类的文化产品。

再把这些产品通过电子商务和体验店的方式全部串联起来，让不同爱

好、不同收入的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欣赏水平和消费水平，享受各种

形态的多样化艺术产品。

万捷分析说，雅昌的优势可以概括为 4 个字：数据、服务。一方面

数据库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任何一个企业用几年时间也不太可能

做到我们这个程度；第二个优势是服务，“全球超过 94000 位艺术

家、796 家博物馆、988 家美术馆、1108 家出版社、5168 家画廊、

984家艺术拍卖公司全都纳入雅昌服务体系，互联网则有几百万用户，

另外还有图书用户、影像用户，中国还有 8000 万收藏爱好者，这些

都是我们宝贵的服务资源”。

为了艺术的传承有序，雅昌还全力建立书画艺术品数据库，采集书

画艺术品的“DNA”，为它们制作“身份证”。目前，已经获得了

1500 位知名艺术家的大力支持，收到来自 5000 余位藏家提供的送

鉴艺术品。“我们通过科技手段将艺术作品的 DNA 提取出来，由艺

术家本人亲自鉴定，同时送到国家版权局登记备案。我们现在所做的，

你也许不觉得特别有价值，但一旦艺术家故去了，这将成为鉴别其作

品真伪的唯一证据。”

万捷坦言，古代艺术品以及近代已故艺术家的作品争议大，不好鉴定，

那么就先开展当代在世艺术家作品的鉴定，采用科技手段进行甄别和

固定。他说：让中国艺术品从现在开始，用技术的手段来实现传承有序，

这是一个对后人负责的态度。深圳有个华大基因非常牛，而我们想要

做的是“艺术界的华大基因”。

一面书墙，一部艺术史

“做出这样的书店，才是中国人的精彩”

近日最新消息传来，艺术书墙项目以其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斩获

2015 德国设计红点设计大奖“传达设计”奖项，成为中国首个获得

传达设计类奖项的博物馆式空间。

外界看雅昌

雅昌中国艺术品数据存储中心（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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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的从业者要敢于做前人所未做之事，才能有前人未有之精

彩”。谈到这面全球最大的书墙，总创意规划者万捷满脸自豪与欣喜。

他说，“印刷对文化的传承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书籍本身就是人类情

感的表现、是保留文化记忆的载体，同时一些珍贵的藏书本身就是奢

侈的艺术品。八年前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构想，要做一个以书为纽带的

艺术中心，用书造就一座丰碑式的建筑。因此，雅昌整合艺术资源，

用古老的图书馆，加上雅昌一向擅长的 IT 技术给予受众良好的科技

体验，从而打造出雅昌艺术中心这样复合型的美学综合体。”

有了构想，他邀请了台湾诚品书店的创始团队——台湾行人文化实验

室来共同执行和实施自己的创意。台湾诚品书店创始人之一、行人文

化实验室执行长廖美立听说了这个大胆的创意之后，产生了浓厚的合

作兴趣。

廖美立在发给万捷的短信息中说道，“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挑战，我

们都希望能做出一个创新的东西来。感觉做出这样的书店，才是中国

人的精彩；大时代，大机会，这辈子能够做一个这样的项目，才有真

正的成就感”。

彼此之间的合作并非始终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了两年的磨合和商讨，

最终廖美立全面接受了万捷的创意构想。“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商业

模式。雅昌打造的以艺术数据为核心，IT 技术为手段，覆盖艺术全

产业链这一独特模式，不说在世界，至少在台湾是未有过的。这个艺

术中心不在购物中心，而是大楼里聚集着美术馆、艺术图书馆、艺术

书店、印刷车间、办公室等各个空间。我觉得它应该是世界首创，我

们都希望能做出一个创新的东西。”

其实，艺术书墙只是 12000 平方米的博物馆式艺术书店的一个组成

部分。深圳的书店不少，但用做博物馆的方式来做书店，更是一个闻

所未闻的全新尝试。博物馆式艺术书店包括书墙、书店、公共阅读空间、

专业书房等几个部分，能够满足真正喜欢艺术图书的人的需求。

廖美立感叹说，“书墙是面向世界的，它不仅是窗口，更是里程碑，

其藏书量之丰富，囊括了世界范围的艺术图书，是值得传承和延续的

壮举，这更是一个壮阔事业的表达。”

雅昌艺术书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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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国文化资源为我所用

文化产业 需要激情和眼界

深圳缺少文化传统资源，做文化产业有时比北京、上海甚至杭州、广

州更难。对于这一点，万捷有清晰的认识。他坦言：文化产业需要创意，

需要激情。深圳有创新，有科技，这是优势，但是从资源上来说，确

实是处于劣势的。“就深圳来说，文化产业一定要有新的思路和想法，

要有把全国文化资源为我所用的气度和眼光。就像故宫是全世界的，

是中国的，是北京的，也可以说是深圳的。”

身在深圳，而眼光始终望向的是全国甚至全球。结缘故宫就是万捷的

新思路。在他的力促下，2010 年 10 月 10 日，故宫博物院成立 85

周年纪念日当天，故宫基金会成立。此后募集到万捷、王石、冯仑、

刘长乐、马化腾等 8 位企业家捐助的共 1600 万元资金。这是大陆

国家级博物馆引入基金会模式募集社会资金的首次尝试。

2014 年，雅昌文化集团又与故宫博物院举行了故宫学院合作签约仪

式，将在故宫资源数字化上展开更多的合作，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

与民间企业展开合作。眼下万捷正在牵头，由故宫基金会和雅昌合

作成立一个数字化的艺术图书馆，让各地的青少年没离开家乡就感

受到故宫。

有眼光，更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业激情和创新态度。艺术书墙的设计和

完成，前后耗时多年而整个团队坚持不懈，5 万种、12 万册艺术图

书资源最终齐聚这个全球体量最大的艺术书墙。艺术家、雕塑家展望

表示，“我从没见过这样一个巨大的综合体，一个印刷、展示、艺术、

研究、图书、美术陈列等结合在一起的建筑。”将书籍置身舞台式的

氛围，从而表达了书籍的真正价值及含义，并且通过建筑向更多人传

达这样的价值，万捷的创意让深圳文化再一次站到了创新的前沿。

雅昌太特殊了。快餐行业有肯德基和麦当劳，零售行业有家乐福、沃

尔玛可以参照，但是雅昌前面什么也没有，雅昌就是雅昌，只能是试

验田，进行创业模式、管理模式和人员配置的多种实验，到国外、到

其他行业去寻找参照物。

万捷是个苹果迷。在他看来，苹果公司的胜利，不只是技术的胜利，

更大程度上是艺术的胜利，现在已经变身为一个为全人类提供一个生

活体验方式的公司，“乔布斯的创新精神、实现自我价值的责任感，

是雅昌要学习的。”

为了延续和发展现有的数据库优势，万捷率团队不断在用这个数据库

的数据和培养用户使用数据库的习惯，来打造新的数据中心，也就是

进行数据库的应用，这方面的潜力非常巨大。

对变化泰然处之，对艺术坚守初衷。2015年，雅昌22岁，而万捷52岁。

如今雅昌文化集团在地域上完成了华南、华北、华东的布局，雅昌的

艺术图书将辐射全国，达到最终打造引领全球的艺术图书版图。同时

以“艺术教育”为核心，以“互联网 +”为手段，通过“流动美术馆”、

“艺术大讲堂” 、艺术复制与衍生品、影像艺术品等形式，让艺术

逐步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