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阔的天地，心胸狭隘者无法透过：如若一个企业赚钱不仅为了效益，也切实为了社会

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从而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紧密融和、捆绑共振，这个企业就自然

在经营中拥有了社会性的资源；那么同时，它也必将因“捆绑效应”而拥有社会共同体的

背景，成为社会性的大企业。透过这番视野，就有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所说的那种企

业：“市场经济下，一个企业要自律，它不仅是一个经济的组织，一个好的企业，也应该

是有担当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有了这么一个胸怀，它走的路，它看到的问题，包括它的

发展，我们就能看到它是高人一头的。”

市场有分工，风力有疾冲，作为企业，并非简单地见风使舵即可健壮生存。汶川地

震、雷曼兄弟倒闭、三鹿奶粉事件让大家更加清楚了企业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离开了对

社会责任的承担，企业即是无根之木。笔者曾看到有关机构对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分

析，在谈到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总体情况和趋势时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责任意识表

面化”——如满足于捐款捐物、合法纳税等的表层要求，但往往无法将社会责任内化为企

业的价值观，不能把企业的发展战略与承担社会责任有机结合起来。

而这一点正是笔者在雅昌“遗嘱”中所看到的最闪光点！雅昌通过这份遗嘱再次申明

了“印刷为人民艺术服务”的理念——他们与艺术家紧密联系，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使艺术

作品能够为更广泛的大众、为后人所欣赏；他们首创中国艺术品数据库，整合中国艺术并

为民族积聚百千年的艺术财富……信念支撑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使得企业自始至终发展不

离厚土。这样的生命群体就是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也会成为被大自然所保护的一族。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作者：王凌

不久前，在雅昌15岁生日庆典上，雅昌董事长万捷当着数百位贵宾的面郑重地立下了

一份企业“遗嘱”。

一个踌躇满志的“15岁少年”，宣布“遗嘱”，不免“面露”作秀的神色。但当万捷

宣读完《遗嘱》的当儿，中国美术馆庆典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遗嘱》说：人是有生

命的，企业也是有生命的，雅昌可能有一天会像金融危机中的雷曼兄弟一样倒下，但是雅

昌企业保存的资料及数据资源不属于某个人、某个企业，雅昌要与国家签一个协议，将来

不管境地如何，雅昌资源要归国家来保管，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国家的。万捷还透露企业正

在跟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及国家版权局等有关方面商量归属事宜。

每个人都听得出来，这并非一份“遗嘱”，而是一份企业家的“精神宣言”。

15年前，万捷领着35名工人，借债40万元，租借了别人的设备开了名叫“雅昌”的

制版印刷企业。不曾想，仅仅15年，小厂摇身成为印业龙头强势企业。问及成功奥秘，不

少人会把其归结为“其独树一帜的对艺术市场的开拓”——他们以艺术品印刷为基础，以

“中国艺术品数据库”为核心，通过对艺术资产的保存、管理、开发、传播、利用，为艺

术界提供专业综合服务。如今，雅昌已经成为拥有包括德、日、英籍世界级专家在内共

2000名员工的“国际团队”；拥有我国最大的艺术印刷品市场开发和经营体系。《遗嘱》

里所要给国家的正是他成名立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艺术品数据库。

“立嘱”时逢经济危机登陆之初，大量外向型印刷企业受创颇重、四顾茫然。有人

说，雅昌是看到雷曼兄弟倒闭而自感危机，大力作秀，吸引市场。但如果是这样，笔者认

为将数据资源作为最后的资本砝码抵挡危机比一分钟的作秀似乎更具效力！且据雅昌内部

透露，企业效益并未因危机而受挫，相反几个月以来尚有不俗业绩。

有人说，正是因为万捷不把眼前的危机放在眼里，要建“百年、千年的老店”，才

堂而皇之地将“百年后的月亮”归于国家。这“作秀之说”似乎也没错，只是，有一层更

雅昌的精神宣言

09080343-p85-96-zheng.indd   89-90 2009.9.22   5:05:24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