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出版工程的收官之年。
从一套全集的出版开始，延伸为一个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从

2005 年至 2023 年，“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从设想到落地，进行了一场续写中华艺术文脉的马拉松。
如今，当整个“大系”项目步入编纂出版的尾声，这场长跑的参与者们，今天回首才发现，时光

已经过了漫漫 18 年。
盛世修典， 赓续文脉。“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共收录海内外 263 家文博机构的纸、绢（含帛、

绫）、麻等材质的中国绘画藏品 12405 件（套），涵盖了绝大部分传世的“国宝”级绘画珍品，包括《先
秦汉唐画全集》《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共计 60 卷 226 册。这是迄
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绘画图像文献，必将对续中华艺术文脉
起到极其重大的作用。

丹青跨越千年  巨制留有余香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印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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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翻开书页，仅仅是观看到“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巨制的外观，就能感受到这部中国艺术典籍的恢弘气息。

翻开卷册，更能感受到千年古画扑面而来的韵味和

气息，山水画里的气势磅礴、溪山行远，花鸟画中的瑞鹤

盘旋、墨梅清丽，一件件珍藏于世界各地的传世画作汇聚

眼前，就如丹青跨越了时空和古今，在纤毫毕现的卷册中

留下千年余香。

国有盛事，必有雅昌！在这样一场浩大的文化工程

里，自然也少不了雅昌的身影。一直以来，雅昌文化集团

在参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过程中。雅昌文化集团

董事长万捷谈及：“我们谈文化自信，指的是一个民族对

自身文化价值具有的坚定信念。在我看来，‘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工程 18 年的编纂出版历程，正是印证了中国对

自身文化自信的推进过程。浙江大学出版社也正是基于这

种文化自豪感和保护传承优秀文化的使命感，完成了一项

堪称人类文明的历史文化工程，填补了中国古代艺术绘画

集成的出版空白。十多年来，雅昌文化集团也是抱着一种

文化使命感参与到大系工作中。”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雅昌项目团队的每一个

人，也都在这种使命的感召下参与其中。如今看来，最初

参与到“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每个人，现在都已成长

为雅昌文化集团的中坚力量，在各自熟悉的领域独当一

面。但每每谈及“大系”，他们却有着一样的自豪和感慨

万千，也都保持着一份初心，回忆着无数关于“大系”的

故事，他们对“大系”的每一册每一卷都珍视如宝。

从压力出发 背水一战

将记忆拉回到多年前，国家启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工程，雅昌力争参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工作就此拉

开了序幕……

雅昌人总说“国有盛事，必有雅昌”，当时，金燕

带领着雅昌美术文博团队，首先从接触浙江大学出版社“大

系”工作团队开始。沟通之后，才意识到出版社的工作团

队是一个专业又追求极致的团队，既熟悉中国文化和传统

书画，又精通印刷技术，追求印刷技术的极致，而这正与

雅昌追求卓越品质的印制水平相契合。

那段时间，廖晓华和唐小兴等雅昌核心技术团队数

次前往杭州，与出版社的专家们深入探讨中国古画怎样更

完美地呈现，探讨如何在印刷技术上作出更高超越。

“雅昌也做过很多传统古画的印刷，根据我们的经

验判断，宋元古画在所有艺术品的印制中，难度最大，也

是最难实现色彩还原的。尤其是如何在印刷品传达出古画

中浓厚的历史气息和厚重感。”廖晓华谈到，这也是雅昌

技术团队一直在多年研究的问题。在多次专业深入的技术

交流之中，出版社对雅昌的实力有了真实的了解。

随着《元画全集》招标书在网上公开发布，雅昌团

队终于等来了一个证明实力的机会。对于雅昌来说，竞标

《元画全集》，是背水一战。

金燕感慨地回忆道：“当我第一眼看到招标书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我从业以来看到的既庞大又复杂的招标条件。

每一个要求都很专业，不仅仅是对项目管理、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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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对项目成员的背景也都有详细的要求。”

根据标书上各方面的要求，深圳雅昌立即组建了十

几个人的团队，包括技术、管理、计划管控、以及印前、

印刷、装订等不同环节的负责人，精挑细选，召集了一拨

在具有资深工作经历的同事汇集在一起，金燕是整个项目

组的负责人。

他们首先从如何完成竞标工作开始讨论。“现在想来，

那是一份非常复杂的竞标书，编写标书的过程也非常艰难。

我们每天坐在一起开会，日夜都在讨论标书里的要求如何

响应，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能忽略。前端的计划、管理

和后端的印制、技术团队如何实时配合，制定整个项目的

印制和服务方案。”金燕回忆。

根据招标书提出的要求，为了把绘画还原的非常高

清，细节也能呈现的特别清晰，廖晓华、唐小兴带领技术

团队进行讨论和测试。唐小兴说：“当时的印刷行业对于‘精

度’这个概念有一种着迷的追求，但是雅昌的技术团队基

于多年中国古画的印制经验总结出，中国画非常特殊，色

彩阶有着细微、柔和的变化，尤其是墨色比较浓重的古画，

其暗部的层次都非常细腻，而如何在印刷中呈现出这种丰

富、细腻的层次感，比追求过高的精度更重要。”

基于这样的讨论，廖晓华、唐小兴带着技术团队

设计了系列不同加网精度的技术测试，包括 FM10η、

FM15η、AM350L、AM280L 四种工艺精度，找了不同朝代、

不同材质的古代绘画进行分析，做了一次又一次测试。

最 终 雅 昌 的 技 术 团 队 认 为， 能 达 到 最 佳 表 现 效

果 的 是 AM280L 的 印 刷 工 艺（Amplitude Modulated 

Screening，简称 AM 网点）。该印刷工艺，既能实现细

腻的颜色表现，也能模拟最大范围的阶调层次，更在批量

印刷时保证了前后印刷品颜色的稳定性。

在竞标日的前一个晚上，他们将一张完成测试后的

元画样张打印出来，由竞标团队凌晨乘飞机带到了杭州。

那一张样张，奠定了后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印刷技

术标准。

在精湛的技术实力之外，雅昌不仅仅是一家印刷企

业，还是一个具有综合实力的文化集团，可以为“大系”

项目带来更多综合的增值服务：基于多年积累的博物馆资

源，何曼玲副董事长亲自带领团队，协助书画作品图片的

使用授权工作，利用图书销售体系为“大系”做预售增订，

通过雅昌艺术网的媒体平台为“大系”做宣传推广……在

竞标准备中，团队做足了更多综合服务的功课。

把竞标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力争做到完美，甚至是

一份标书的设计。雅昌的设计团队设计了一套特别精致的

标书，用红色绒布作封面，装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标书

内文版式也做了精心编排，金燕至今都觉得那依然是她见

过的最漂亮的标书。

终于到了竞标的日子。经历了数日的准备，整个竞

标过程也是在紧张中度过的，几个回合下来，最后结果宣

布：是雅昌！那一刻，大家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所有

人觉得前面的煎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I   经营观点   I   Business perspective   I  

84



图像处理：极致还原古画格调

中标了，意味着更大的挑战到来，是印证雅昌真正

实力的过程。

万捷董事长介绍，雅昌在印制领域的重要优势是数

据采集、图像处理和数据编辑，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绘画的

色彩管理和图像处理方面积累了多年经验，是雅昌的核心

优势。雅昌配合“大系”项目的工作首先就从图像处理开始。

工作启动之初，雅昌就从深圳和上海共抽调了 12 个

人组成印前团队，他们是雅昌印前最精干的力量，从业经

历都在 6 年以上。他们驻扎在浙江大学出版社，负责电分、

调色、制作等印前工序，一待就是 10 年。为了满足“大

系”的出版进度，最多的时侯，常驻杭州的印前团队达到

了 21 人。

在数码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胶片已经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大系”的大部分作品拍摄使用的是全球最大幅

面的 8×10 英寸反转片，以此来保证高精度、高质量地

呈现真实绘画的面貌，因此需要使用到“电子分色”工艺，

但是全球质量最好的电分技术专业设备却早已停产。

于是，雅昌文化集团的技术团队向世界各地的供应

商搜寻，购买到两台二手海德堡 S3900 电分机。电分机

属于精密仪器，全国能维修的工程师屈指可数。经过工程

师的反复调试，终于把海德堡 S3900 电分机运到浙江大

学出版社，陪伴“大系”的编纂工作了 10 年。

每一张古画大图在上印刷机之前都需要经过八道工

序，拍摄、电分、拼图、排版、匀图、调色、校色、打样。

而“大系”收录了大量古画长卷，动辄十几米，都以分段

拍摄拼接的方式，这其中的拼接、匀图是关键一环，要做

到分段拼接处没有痕迹，每一步都需要十足的耐心与细心。

每一位图像处理工程师，都有着多年工作经验，他

们对图像的色彩、层次、色差对比、曝光度等方面有着极

强的感受力和敏感度，又在多年的调色工作中感受艺术品

的韵味和气息，一张张古画图像经过他们的手，一点一点

调整和校对后，都能最大程度接近绘画原色。

在已经成熟的雅昌色彩管理体系中，对于中国画的

调色也形成了多年的经验积累。“从图像处理角度来看，

不同朝代的古画首先会有不同的格调，比如宋代、元代、

明代、清代等各个朝代的绘画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同

一朝代的不同画家的绘画，也会有各自的面貌。”唐小兴

介绍，雅昌的图像处理工程师首先会基于不同朝代、不同

画家的格调调出一个基础面貌。

工程师首先基于古画的基本面貌，参考反转片进行

第一轮调色，后续每张大图都要进行多轮校色。有着墨分

五色、干湿浓淡层次变化丰富的传统古画，“经过时光的

侵蚀，原本澄澈清丽的画作稍显黯淡，还需要经过调色还

原它本身的模样。”董晓玲介绍，雅昌团队和浙江大学出

版社的专家们做沟通校色，使图片的清晰度、色彩，水墨

的干、湿、浓、淡、层次变化及作品气息的还原度等尽可

能贴近原作。

为了使调色无限接近原作，出版社老师多次带领

雅昌调色团队赴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浙江美术馆

等，对比原作和打样张，使团队对原作色彩有了更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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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

经过反复调图之后，再进行多次数码打样和对比，

让图片无限接近原作，最终达到最理想的效果，方能定稿。

廖晓华介绍，在完成图像处理之后，雅昌对后续环节的色

彩的稳定性有严格要求，在雅昌色彩管理体系中叫作“三

者一致”，数码打样必须要和图像处理完成后的屏幕颜色

一致，印刷要与数码打样的色彩一致。

在雅昌原有的印制标准体系基础上，雅昌技术团队

根据“大系”项目的特殊性，重新制定了一套从印前调图、

到打样，再到印刷、流程管理特有的标准体系，这套标准

体系代表了雅昌的顶级印制技术水平。甚至其中很多标准

规范都远高于行业印制标准，这种极致的要求给“大系”

的印刷质量带来全新突破。

图像处理与数码打样完全达到理想效果之后，所有

图像才会离开杭州，真正到达上海和深圳雅昌的印制车间。

“大系”：一个庞大的印制计划

10 年间，从《元画全集》到后来的《先秦汉唐画全集》、

《明画全集》、《清画全集》……从一套 16 册的书籍到

一部 60 卷 226 册的典籍，这个巨大的工程需要上海和深

圳两个团队共同协作完成，在项目管控、材料准备、装订、

仓储等每一个环节都给项目管理团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随着工作的陆续展开，上海成为主战场，深圳也随

之加入进来，整个项目需要有人负责全局的整体计划和进

度把控，曾经属于技术骨干人员的胡乔，开始承担起整个

项目的计划管控，他需要根据出版社的整体出版计划及时

分配两地的生产任务，将工艺制作标准和要求在两地统一，

并进行整体生产计划、材料预订与分配的管控和协调。

雅昌更是为“大系”的印制专门添置了 2 台专用印

刷机，“我们对于这两台机器的状态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一般不会轻易用于其他印制业务，以免不同纸张的印刷对

机器状态产生影响，状态发生变化需要重新保养。”胡乔

介绍。上海雅昌还购入了全新德国 MBO 折页机，最大程

度保证大系折页的精准性，还配置内裱机、双工位皮壳机

等，专门用于“大系”精装封盒的生产；购入凯马多功能

烫金机用于封面烫金，这些现代化印刷设备给“大系”项

目的各个环节都带来了效率和工艺上的提升。

设备配备之外，计划管控中更重要的一个工作，则

是“大系”所用原材料的全球采购计划。

“大系”所使用的主材大部分是进口的。内文纸张

是从德国专门定制生产，对于绘画的色彩还原能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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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干褪后层次丰富，需要提前 3-6 个月预定。书盒面料

是意大利的装帧布料，也需要提前 3-4 个月预定。

精装封面面料是国内一家著名丝绸企业织造的 19 摩

米 5A 级提花真丝，从蚕丝到花纹设计、织造，都是专门

定制流程，丝绸底纹是从各朝代作品中找到的一个特有的

元素而进行设计，再进行织造。

“大系”的时间跨度长，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对

于国外进口的材料，项目管理团队会根据两地不同的材料

用量进度与需求，要求供应商分别运往上海和深圳；团队

要精准地估算用量，既满足交货需求又最大程度控制成本。

原材料不能长期存放，但又要及时供应，不能出现

断供。“大系”的编纂是一个非常学术和严谨的过程，每

一部分内容都要经过多次审校，所以内容定稿时间和顺序

有很多不确定性。

这给胡乔的计划把控和沟通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他和团队既要了解“大系”内容的编纂情况，根据编纂进

度制定材料购买计划，又需要根据上海和深圳的产能协调

印制进度，形成最高效的定稿和印制节奏。

在实践中摸索  “大系”全流程印制管理系统

上海雅昌总经理助理林莉负责“大系”项目诸多事

物的协调沟通工作，她深有体会地总结道：“大系”内容

编辑工作庞大而复杂，时间跨度长，但整套的交付有明确

的时间要求；图版和文字部分无法按照正常印刷要求的

“齐、清、定”来交付稿件，图像处理更快速，文字撰写、

校对、确认相对较慢，往往是图版部分来了就先印刷，文

字等确认之后才能下厂；图版印完后，无法装订成书入库，

车间堆满了半成品，给生产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图版印完的半成品，需要非常大的仓库来储存，储

存时间无法预计。两地天气潮湿，对于仓储条件有很高

要求，尤其是跨页印刷的图片，如果保护不好，纸张容

易变形，图色容易变化，装订时就会遇到接图不准等问

题。两地的仓库都经历了几次搬迁，这些年来，雅昌人

都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这些印刷完成的半成品，在深圳、

上海公司分别配备了恒温恒湿标准仓库，由专业供应链

项目团队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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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紧急出样任务，雅昌团队同样是毫不犹豫要满

足出版社的要求。恰逢夏季，工人们冒着 40 度高温，汗

流浃背，光着膀子到仓库里根据要交付的书去找印张，打

开包裹的保鲜膜，把需要的页子找出来，再把剩下的包裹

起来，放回原来的位置。

“我们的工人真的是非常能吃苦，他们又很优秀。

对于我们的团队来说，在经历了‘大系’项目之后，其他

项目都是顺手拈来，游刃有余。”金燕感慨道。

“‘大系’的每一个工作环节，我们都在摸索中找

到了合适的工作方法。”林莉高兴地分享。胡乔也讲述了

他们在实践中总结而来的经验，因为避免再次出现员工冒

着高温去仓库找印张的情况，工作团队形成了“留样”的

工作制度，提前预备部分样张，以应对出版社临时的交付

需求。

印制分别在深圳和上海两地，印刷和装订环节要解

决的问题就是两地印制水平和工艺要高度统一的问题。

华南区总经理崔霁巍介绍：“如何让两地保持每次

生产技术标准的一致性，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印刷生产

过程中的影响变量因素很多，比如环境、材料、机器状态、

操作人员的变化等等都会影响标准的实现。所以我们一是

保证生产团队人员的稳定性，记录好以往生产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并进行分析总结，做好机器维护保养，每次生产前

对机器状态进行检测，检验技术参数等等，一切都达到原

来的标准后才批量生产，确保品质。”

雅昌工作团队基于万捷董事长提出的“标准化、数

据化、规范化、专业化”工作要求，针对“大系”制定了

每个工序的标准操作指导书，在内部叫作 SOP 系统，是

从印前图像处理，到印刷再到装帧运输全流程的标准操作

体系。

崔霁巍介绍，这套 SOP 系统是在“大系”批量生产

前，印刷和装订环节经过数轮技术测试后，单独制定的标

准操作系统，包括技术标准、技术参数、材料标准、质量

标准等。“整个生产都是由专项团队经过培训、考核后，

按照做业指导书来进行生产的，生产制程每个环节品质保

障部门都参与其中，进行检查确认，确保生产过程中就符

合质量标准，使得‘大系’项目连贯顺利、保质保量的完成。”

崔霁巍说。

如何在不断的变化中坚持图像色彩最初的标准，保

持“大系”效果的稳定性，并把标准体系能够完完整整的

持续传承下去，这才是整个项目最具挑战性的难点。在

10 年的实践中也验证了这是最难的，值得骄傲的是，在

10 年的过程中，雅昌整个项目团队都始终如一的坚持下

来了。

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管理  一张纸都不能流出去

雅昌作为一家规范、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万捷董

事长也是中国版权协会副理事长，多年来一直都是坚定落

实知识版权保护规范的，这一点也是雅昌在标书中郑重承

诺过的，所以在印制阶段，要求团队更要不折不扣地落实

版权保护工作。

所有参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雅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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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签署了项目的保密协议。从杭州“大系”工作室的图像

处理保密，到雅昌两地车间都严格执行。

常驻浙大的项目组长董晓玲介绍，在杭州“大系”

工作室，雅昌团队所使用主机设备都进行了严格的设置，

主机箱上锁、网盘拆除、蓝牙禁用、一体机 USB 口封闭；

严格控制资料输入和输出权限，资料拷贝全部通过出版社

的数据部门拷贝进服务器，所有工作间都有监控记录。

在雅昌两地车间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保密协议，所

有的半成品、成品、废料都有专门的管控区域和管控流程，

严格管理，责任到人。“每次看到一本本精致又贵重的选

品被裁切掉，心都在疼痛，但我们必须要去严格执行和落

实版权管控协议，要保证一张纸都不能从雅昌流到外面

去。”金燕坦言。

雅昌经过两年与出版社、供应商以及内部的不断磨

合，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元画全集》的印制任务，获得了

业界的一致好评。2014 年、2016 年相继参与了《先秦汉

唐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的招标工作，

并竞标成功。

越挫越勇的团队

金燕说，大系工程总是在挑战雅昌团队的极限，而

面对挑战，雅昌团队也在不断寻求突破的方法，永远把所

有事情都顺利解决，团队也越挫越勇。

2022 年是在“大系”项目中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

份，“大系”印制进度最后的攻坚阶段，而因疫情形势严峻，

先是 3 月份的深圳按下了“慢行键”，后是 4 月份的上

海又按下了“暂停键”，怎样既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

又要力保“大系”项目稳步推进？这给项目进度带来巨大

挑战。

甚至在上海全面停产期间，“大系”业务团队依然

没有停下工作节奏，金燕、林莉带领团队在线上继续工作。

疫情严峻期间，汽车不能通行，她们靠着步行和共享单车，

完成了“大系”最后一阶段的标书制作。

深圳和雅昌两地都经历过封闭式管理印制，从核酸

检测，到大厦和环境消杀……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制定严格

细致的防控措施，确保员工安全的同时，保障“大系”项

目生产。

坚守在一线的员工们甚至把“床”安在公司，吃住

都在公司。那些日子里，“大系”团队们白天有条不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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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职，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则散布在公司的各个角落

入睡，那些日夜相处的情景，至今都成为大家记忆犹新的

故事。

对于雅昌人来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即使

过程依然很紧张，但回过头来再去看，金燕坦然了很多：

“经历了十多年对‘大系’项目的工作，我们的心里是

有底的，即使再难，但是这种艰难是可控的。”

后记：从责任到感情，再到升华为一种使命

所谓十年磨一剑，无论对于雅昌印刷整个工作团队，

还是对于每个人的人生来说，能够经历“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都是一种荣幸和自豪。

如今，雅昌内部从集团领导到基层员工，上上下下

都对“大系”项目工作的重要性有着统一的理解和重视。

每当“大系”有紧急交付任务时，所有团队都是没日没夜

加班，即使工作到凌晨，也要把书全部做完装好，安全地

送上专车才离开。

如今，很多经历过“大系”项目的雅昌人都在磨练

中成长起来，“大系”项目给雅昌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今天雅昌印刷团队的中坚力量都参与了“大

系”项目，印刷部门的管理者都是曾经开过“大系”印刷

机的机长；“大系”也为雅昌培养了一个最强的手工组，

难度大的装订任务都能在他们手上完美完成。

最初就参与到“大系”的核心工作团队，如今都已

是雅昌能独当一面的中坚力量。谈及参与“大系”的收获，

他们自豪又无比谦逊，无不表达出对浙大出版社“大系”

出版团队的敬重之情。

总结 10 多年来的心路历程，金燕认真思考了自己在

“大系”工作中经历的三个阶段：“最开始是抱着一种责

任心，用一种责任去完成一件重要的工作；到后来，对‘大

系’项目有了感情，和浙江大学的老师们也慢慢亦师亦友，

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大系’总编张曦书记的

专注与执着精神感染了我，让我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除

了责任，还增加了对‘大系’的情感；现在，更深刻的理

解了整个‘大系’工程，内心又有了一次升华，这更像是

一种使命。”而这种使命感同样也存在于每一位参与“大

系”的雅昌人身上。

回溯十多年的历程，万捷董事长也无比感谢“大系”

工程带给雅昌施展印刷专业技术的空间，印制出堪称完美

的历史巨制，也促成了雅昌在高水平印刷领域的更多突破，

促使雅昌拥有更宽广的视野。

用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的

绘画珍品，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传世瑰宝，借由每一位“大

系”雅昌人匠心独具的双手，突破时空、跨越类别，以一

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文化精神展

示在了全世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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