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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1993 年，我们在香港注册公司时，在众多英文名字中，我一下子就

被“artron”吸引了——艺术（art）+ 电子（tron）。回到深圳，我

们把这个名字翻译成了“雅昌”。

90 年代的深圳印刷界，低端包装印刷业务的竞争日趋激烈。1994 年，

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单业务，是南京一家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正

是这本图录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列出的 7 年历程，我深思了许久，最终做了个决定：离开美光。美光

作为合资公司的弊病逐渐暴露，前期发展过于顺利，整个公司没有建

立起一个很好的价值观，业务上升到一定阶段就很快没有了目标，没

有任何创新的动力……在美光，能够看到世界上最先进设备，能够参

与做世界上最好的印刷，我很享受这一段时光。

离开美光后，我开始创业，开始尝试，开启为梦想而奋斗的征程……

把青春交给了深圳

我是 1980 年上大学，1984 年毕业，毕业一年以后深圳招聘，就来了

深圳，一晃 30 年过去了。30 年前，我从北京来到深圳，深圳还是一

个非常令人向往、也让我们觉得有优越感的一个城市，因为我们没吃

过广东菜，我们没有去过沙头角，更没出过国，到深圳以后我们觉得

像出国一样。

在 30 年前，我们来这个地方——蛇口的时候，等于出了深圳。蛇口

进深圳的时候，一般是叫进城，说我们要去深圳，来一趟蛇口是不容

易的，但蛇口贴的字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以深圳

30 年前讲的是效率。

在 20 年前，15 年前，深圳讲的是质量，现在开始，深圳讲的是品质，

30 年过去了，深圳从效率、质量、品质，一直在强调一种它自己创新

的文化，作为一个企业家，我跟其他的企业家一样，我们在不断地感

受深圳的这种精神，同时我们也参与建设深圳的文化。可以说，我们

这一代人把青春交给了深圳。

从中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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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图录，形象点说，就是一本以拍品图片为主的书。通常在拍卖前，

拍卖公司会把所有的拍卖品印成画册，寄送给潜在的买家。在那个时候，

拍卖图录，对许多印刷厂来说都是一个噩梦。

首先是因为拍卖图录的图片多，一场拍卖有玉器、瓷器、书画，甚至

还有装置艺术，对这些图片进行拍摄、修图、调色是相当繁琐的事情。

其次，拍卖图录对印刷品质的要求极高。图录中每一件拍品的价格，

都达几十万上百万，你不可能拿一本劣质的小册子给人看。

拍卖图录对品质的要求高，不仅是指印刷质量高、纸张好、油墨好，

一本好的拍卖图录一定要有品位，整体风格、材质、装帧，要体现出

拍卖公司的实力，激发起买家潜在的购买欲望，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正因为如此，20 多年前，拍卖公司的图录都在日本、中国香港做。也

正因如此，图录的品质是可对比的，内地做出来的东西和日本、中国

香港同行们曾经做过的图录放在一起，高下立见。

知道这些难点之后，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做别人做不了的，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拥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雅昌从做第一本拍卖图录开始，前后至少投入了将近 40 万元去收集世

界各地的资料来做研究。我们不仅研究图录的制作，还研究不同门类

的艺术品本身，力求图录能精准地还原艺术品原作的精髓。后来我们

又主动承接了嘉德等公司拍卖图录的制作，在业务中反复打磨和提升，

一步一步做到更好。可以说，雅昌与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是同时起

步的，也由此成为国内艺术印刷领域的“首吃螃蟹者”。

在印刷技术方面，我们独创了“雅奕”和“雅映”技术，这两项专利

使我们印刷出来的彩色和黑白印刷品更加鲜活，色彩更加丰富，细节

更加真实。一经推出，就引发了业界的惊叹。

有位长期在日本工作的摄影师，拿到“雅映”技术印出来的书以后，

高兴得差点没晕过去。这种差别，就如看高清电视与普通电视的差别

一样。现在的印刷技术，只能把大自然百分之百的色域，还原到 60%

左右，而我们的专利技术，能让印刷色彩的还原达到 70% 以上。正是

这种技术，让许多摄影师的作品，第一次得到了完美的还原。形象地说，

就是印刷机印出来的摄影画册，打开后，就是一本高档影集。每一张图，

如果裁下来放到相框里，就是一件艺术作品。

除了印刷，我们在装帧、纸张、油墨、工艺等诸多方面也都有相应的

专利技术，这就使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最极致的服务。

印刷行业过去往往是被动加工，没有自己的产品。客户的订单，企业

拿来就做，不考虑服务、创意，不考虑将其加工变成产品，不考虑产

品具体适合哪些客户。这样的印刷企业实质上仍是生产加工型企业。

而我追求的是要使雅昌变成一家服务型企业，不一定要做得很大，但

一定要做得很精细，要能体现出细节的精神。我要求我们的员工全面

考虑客户所在行业的市场情况，考虑怎样通过设备、技术、工艺给客

户提供更好的呈现方式，帮助客户实现更好的销售、带来更好的效果、

创造双赢的局面。这其实需要我们对专业领域的产品进行深入的研究

与探索，同时更离不开创新。

印刷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种类多种多样，相比于其他制造业相对较集中

的产品种类，印刷企业打造自己的品牌会更困难一些。我的理解是雅

昌作为一家印刷企业，想要树立品牌，我们必须做好产品标准化这样

的基础性工作。统观全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标准化水平非

常低，更加不用说印刷企业的标准化工作了。然而我坚信，印刷企业

只有实现了产品的标准化，整个企业才有可能获得提升，才能让人记

住你的企业。所以雅昌发展这二十几年来，首先抓的就是一个标准化

的工作，我们每一位员工都知道，“标准化、数据化、规范化”是大

家工作的基础原则。

我们有一句口号是“选择雅昌，一步到位”：一方面，我要求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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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力求零差错；另外一方面，在经历了几年的沉淀后，我们为每一

家拍卖公司都设计了一套标准，涵盖文字、版式、色彩、字体、字号、

间距、装帧等各方面的详细参数，这样标准化的做法，在加工行业中

也是开先河的。

把员工当成财富，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应该具

备的气质。企业只有建立激励机制，引进更好的人才，才能从基因上

有所改变，实现突破。企业经营环境已经与过去不同，面对人才的稀缺、

经验的缺失，企业应给人才提供更宽松的工作环境，创造更好的机会，

以共同创业的方式推进企业发展。

2003 年在北京雅昌，我特聘那位 15 年前把我引荐给美光、让我南下

深圳的日本印刷专家辻隆生先生作为雅昌的顾问，指导色彩标准化的

完善工作。

那年冬天，辻隆生感觉腰部不舒服。一开始，他还不以为意，但随着

疼痛愈发加重，他的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何曼玲、葛侬等人迅速将

辻隆生送往离酒店最近的解放军空军某医院检查。

CT 扫描结果出来后，罪魁祸首是“腹内主动脉血管瘤破裂”，这是

一种危险性极高的疾病。目前，全世界能做这种手术的医院也屈指可

数，在日本也只有东京能做这种手术，且手术的成功率只有 5%。病

情十万火急，专家说，北京协和医院是这方面的权威。我当即决定，

马上将辻隆生转院，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

经专家组的研究讨论，制定了两套手术方案，同时 20 人的医疗工作

组开始术前准备。第一方案是放支架做介入治疗，不用实施开腹手术，

但费用较高，需要 20 多万；另一方案是实施开腹手术，手术费用相

对较低。我毫不犹豫地要求采用第一方案，同时电话直拨日本，在得

到他的家人授权后，我代表辻隆生的家属，在手术单上签下了自己的

名字。

午夜时分，辻隆生被推进手术室。这个手术危险性高，成功率低，我

一直守在手术室外，心情异常沉重，直到 27 日凌晨 2：30，手术室

的门开了，实施手术的三位主任告诉大家：手术很成功！辻隆生从死

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从那以后，辻隆生把我当成了他的家人，真心实意为“大家庭”着想，

和雅昌共同建立了色彩的标准化体系，真正做到了“标准化、数据化、

规范化”。这套体系后来被各大印刷企业借鉴，成为行业内有据可循，

有理可依的印刷原则。

这件事也让我反思，天有不测风云，作为一个数千人的大企业，如何

最大可能保障员工的安全和利益？所以，在雅昌，除按规定给员工缴

纳社会保险外，我们还为全体员工购买了至少 20 万的意外伤害保险。

2011 年，雅昌又成立了“员工关爱基金”，对患病、生活困难的员

工给予必要的救助。到今天，关爱基金已经发出去了上百笔，挽救了

数个面临困境的家庭。

一个企业家，把员工看成公司最宝贵的财富，这是一种爱。而通过制

度建立，形成立体的保障体系，把这种爱规范化，杜绝了随机性，这

是一种大爱。

有所不为，专注艺术印刷的精细化

我始终坚信，专业专注是我们打造优秀企业的法宝，也是我们事业走

向成功的第一要素。雅昌自 1993 年创办以来，一直秉持着创新、工

匠及企业家精神，在艺术领域兢兢业业、稳步发展。从传统印刷到专

精于艺术印刷，从艺术印刷延伸到艺术全产业链，雅昌坚持走专业化

的道路，在坚持专业中创新，通过盘点手中的资源，思考什么样的对

象是自己的客户，怎样满足客户需求，专于经营自己的客户与市场，

才最终实现了创新，才最终在专业的能力与服务上，体现出工匠的精

神和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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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艺术印刷，说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需要在技术上不断创新、

挑战自我。我们的客户大多是艺术家、摄影师，理解艺术、理解艺术

家的需求，才能与客户顺畅地交流沟通，才能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所

以提高员工的艺术修养也是雅昌培训的重点。

我经常告诉我们的员工：要想为什么样的人群提供最好的服务，就要

具备什么人群的思考和文化素质。要像艺术家一样对待工作，要像艺

术家一样思考，为艺术家进行再次创作。

雅昌的员工多来自各大美院，他们拥有专业的美术功底和知识，很多

同事本身就是艺术家。此外，我们每年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培训，提

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比如每年我都会安排几十位雅昌员工

去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学习先进的技术。我们举行了中国艺术史、

西方艺术史的内部培训课程等等，以此来提高员工的艺术修养和管理

水平。

完美的印刷，一定要认真研究艺术家原作的特色、风格、味道，才能

履职风采

做到形神兼备。比如某位艺术家的画，笔触扫过去总显得轻描淡写，

非常素雅。可印刷出来的画册，画作的色彩反差非常大，墨色非常浓厚，

画的形虽然在，但却把它的神韵给弄丢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重大

的失误。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拍卖图录、艺术画册中，

常常会涉及瓷器，为了更好地还原瓷器的质感，我去景德镇时特意买

了一堆碎瓷片回来，有元代的、明代的，有青花，有粉彩。这些瓷片，

都镶在镜框里挂在车间，处理图片的员工们天天看，再做瓷器的图片

处理时，就极容易找到感觉。

艺术修养的培养，可不像买一台好设备那么轻而易举，它需要长期地

积累。无论是在深圳、北京，还是上海，走进雅昌，就如走进了美术馆、

博物馆。当然，这些艺术品不是装点门面的装饰。我相信，良好的艺

术氛围，员工们耳濡目染，能渐渐提高艺术的鉴别力与欣赏能力。

“我拼我最喜欢的，我喜欢艺术，也懂艺术。”凭借对艺术的热爱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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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也获得了一些荣誉。

2003 年，我们第一次参加美国印制大奖的评选，荣获了 1 枚被称为

印刷界“奥斯卡”的班尼金奖。当时是我第一次领这个奖，很兴奋也

很紧张。因为过度紧张，一连去了几次洗手间，同事们都很担心我错

过了领奖。可几届参选下来，横扫全场大奖对雅昌来说已如探囊取物。

到了 2013 年，我们获得的班尼金奖总数已成为全球之最，4 个人一

起上台领奖，都拿不完奖杯。

2004 年 10 月，由我们公司印制的《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一举

荣膺 2004 年度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唯一金奖。在世界四大

印刷中心之一香港举办的“香港印制大奖”，我们自参评以来，曾五

次获得全场大奖和最佳书籍奖，并曾连续三年蝉联全场大奖和最佳书

籍奖，打破了香港印制大奖的各项获奖纪录，成为 20 年来所有新纪

录的创造者。

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奖项，雅昌都得过了。在领奖的时候，别的企业

都很高兴地把奖杯放在桌子上，我的心里却很感慨，想起 1997 年在

上海博物馆开幕的仪式上，有一位叫张宗宪的香港收藏家对我说：“如

果我要印艺术画册，我一定在国外印，绝不可能在国内印。”

毕昇在北宋时就发明了活字印刷，可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作为印刷术

的故乡，就印刷整体水平而言，中国一度落后于其他国家。当时内地

的印刷厂的确不堪信任，且不谈色彩还原之类的指标，只要页码没有

装订错误，就算合格品了。雅昌的出现，唤醒了中国人的自豪感。有

位专家学者说得好：“雅昌为古代印刷术发明国家的中国重新夺回了

历史性的尊严。”但是，中国的印刷业，要真正在国际上获得公认的

口碑，需要所有同行，大家一起努力，上下求索，这条道路任重而道远。

此后，雅昌完成与英国出版社合作的“巨型书”《曼联》的印刷任务。

《曼联》大概是世界上有关足球的书籍中最大部头的一本了。它讲述

的是世界顶级足球俱乐部曼联的百年传奇。这部巨型书，打开能铺满

一张咖啡桌，但要搬动它却要费一番力气，它厚达850页，净重35公斤，

相当于一位 10 岁左右的小朋友的重量。每本《曼联》上，不仅有独

立编号，还有英国足坛名宿查尔顿爵士和曼联时任主教练弗格森的亲

笔签名，全球限量发行 10000 册。虽然最低售价高达 6000 美元，却

依然受到曼联球迷的争相追捧，在全球创造了近 1 亿美元的销售业绩。

《曼联》巨型书向世人展示了雅昌高超的印刷工艺，结合书籍的内容、

设计理念提供与之匹配的印制服务，与世界著名的设计大师共同将书

籍打造成奢侈品、艺术品和收藏品。

由于《曼联》在世界出版界造成的“震荡”，我们又承接了多部文体

界巨型书的海外订单，这包括《超级碗》、《曼联》、《迈克尔·杰

克逊》、《凯尔特人》等，雅昌由此敲开了海外高端市场的大门，让

全世界见证印刷业“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进化。

一面书墙，一座世界艺术图书的博物馆

8 年前，我有这样的一个构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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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可以通过整合艺术资源，用古老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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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概念，加上雅昌顶尖的 VR/AR 科技，从而形成一个不同于传统

概念的复合型的美学综合体。

我当时就在思考：它应该是一个从未有过的、世界首创的构想。这个

美学综合体，并不是购物中心，而是一个同时聚集着美术馆、艺术博

物馆、艺术图书馆、艺术书店、大数据库、科技研发中心、印刷装订

车间、办公室等各类空间的一个综合体验体。

有了构想，我邀请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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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创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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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给我的短信息中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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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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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 8 年的打造，我们完成了“雅昌艺术中心”这样一个独特的以书

为纽带的综合美学空间。

我们这个艺术中心一个最重要的构成就是“雅昌艺术书墙”，这个书

墙斩获了 2015 年德国“红点”大奖中的“视觉传达设计”奖项，是

中国非常稀少获得视觉传达设计类奖项的项目之一。

其实，雅昌艺术书墙只是 12000 平方米的博物馆式艺术书店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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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公共

阅读空间、专业书房等几个部分，将书籍置身舞台式的氛围，从而表

达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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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真正喜欢艺术图书的人的需求。雅昌的好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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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顾问廖美立女士说得好，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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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深圳艺术中心外，我邀请了著名建筑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

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崔恺先生担任北京雅昌艺术中心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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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幢大厦的设计旨在给人一种步入大厦便如进入一个巨大而充满人文

艺术气息的艺术空间的印象，这不仅符合雅昌企业本身的气质，更充

分体现了设计者“雅极昌盛，人文殿堂”的整体建筑设计理念。

上海雅昌艺术中心原来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上海毛巾十六厂的厂房，我

们请来了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柳亦春老师及艺术家丁乙老师担纲艺术设

计，其中 D 栋是上海艺术中心的核心建筑“丁乙楼”，丁乙先生专门

为它设计了 48 款完全不同的“米”字形墙砖，构思布局精巧，以艺

术的血液给老厂房带来了全新的生命力，它也成为上海嘉定区新的文

化艺术地标。

“雅昌艺术中心”这一综合的艺术美学空间，首先在深圳落地，逐渐

延伸至上海、北京。最终，我们希望通过三地的艺术美学复合体，将

传统书店和现代 IT 技术结合，打造出让艺术界人士和艺术爱好者享受

到全方位艺术服务的“博物馆式”艺术空间的全新模式。

怎么来形容雅昌艺术中心呢？简言之，它除了是综合的艺术美学空间，

它更是集标准性、专业性、体验性、策划性于一身的“系统”与“平台”。

首先，它是海量艺术图书阅读购买系统。在这里，我们汇聚全球 2000

家出版机构、10 个语种、几十万册艺术图书，其中还包括大量的签名

限量版、古董书、艺术家手工书等市场上难以见到的顶级艺术图书。

其次，它还是高品质的艺术服务体验系统。在这里，我们向会员提供“一

站式”图书顾问服务以及个性化服务。再次，雅昌三地艺术中心同时

也是高附加值的艺术教育系统。我们针对高净值人群及艺术爱好者等

会员及其家庭，通过应用艺术教育标准，开设艺术基础 / 进阶等课程。

雅昌艺术中心还是高效自主的艺术社交系统。在这里，我们定期组织

各类展览活动，名师讲座和沙龙开放给艺术家、收藏家、摄影师、拍卖行、

画廊等个人或机构会员客户，并以丰富的资源、海量的内容及专业回馈，

为广大民众带来公益性艺术普及教育与欣赏，分享艺术知识，提升美

学修养。

书籍是人类精神丰碑的物质载体，是实实在在的可看见、可传递的精

神粮食，我们向书籍致敬，向艺术致敬，实际上是向人类文明致敬。

进化，永远在路上

希望的春天

这是一个与别的时代一样的时代。在狄更斯笔下，“我们面前应有尽有，

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正在直登天堂，我们正在直落地狱。”我相信，

对于失败者来说，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是“失望的冬天”，但对于勇

于进化的企业来说，这个充满机会的时代，就是“希望的春天”。

我曾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闭幕式上呼吁振兴传统行业，继续发展实业。

但是，放眼看去，当今的社会中做实业的企业越来越少。这不仅是受

国家的各种政策、法律法规的影响，与新型产业模式的盈利额的大差距，

也让实业的压力越来越大。

每一天，雅昌的印刷机上，生产着艺术画册；艺术网上，传播着艺术

信息；艺术品数据库里，也在源源不断地采集着艺术精品资料。这一

切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都是可以传承给后人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