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 年八月中旬，申城都将迎来

一年一度的书香盛宴———

上海书展。这是属于爱书人的嘉年

华，更是这座城市的盛大节日。上千

场阅读活动遍布大街小巷，书海、人

潮绘出暖心图景。而每到这个时候，高温或台风往往也会相伴而来。

上周，一场今年以来在我国登陆的最强台风“利奇马”突然来袭，

上海全市普降暴雨。在风力较大的浦东、金山、奉贤等地，许多人员密

集场所都陆续关闭，建筑工地更是全面停工迎战台风。

不过，纵使户外雷声轰鸣、暴雨如注，上海各大印刷厂的车间里却是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不同生产线上的工人们日夜忙碌，进行着书展前

最后的冲刺。近日，劳动报记者走进车间，近距离了解了书展开幕前的印

刷厂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听工人们讲述了他们心中的“爱阅之城”。

风声、雨声、印刷声，铸就“爱阅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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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展开幕前探秘一线印刷车间

■马亚会 摄影/朱擎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记者走一线

除了印刷工人，记者在现场
看到， 车间里还有一部分工人，
不时地拉着一车又一车的纸张

来回走动着。 仔细问了才知道，
原来为了减少物流压力，公司特
意将折页机搬到了印刷车间附

近，这样，刚刚印刷完成的图书
纸张就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折页。

采访时，离记者最近的一摞
纸张是新出炉的上海书画出版

社的一套碑帖，叠起来后和普通
女孩儿的身高差不多，目测有数
千印。这些折页后的纸张正等待
着随后花式考究的装帧，这也是
雅昌颇有特色的一个部门。

事实上，装订部门的工序细
分起来有很多，一本普通的图书
就包括了烫金、锁线、贴胶等多
道工序。尽管现在已经实现了全
自动化的生产流程，但在关键岗
位上的操作仍然需要人工来完

成。有些精装图书需要纯手工装
订，这也对技术工人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为了保证质量 ， 在装订车

间，每个区域几乎都有一个长长
的挑样台，这里是质检员工作的
区域。印品从眼皮底下一过就能
抽出次品， 凭借 16 年的丰富经
验，雅昌装订部经理王四波已经
练就了一双 “火眼金睛”。 采访
时，王四波正拿着两张印刷好的
图书封面做比对。 在外人看来，
这两张出自同一机器的封面几

乎没有差别，然而在他眼中却能
看出不同。“精益求精是对读者
的尊重。”王四波说。

据了解，除了把控成品书的
质量问题，王四波还会在装订过
程中进行巡检，对检验中发生的
问题进行处理过程跟踪。用曹文
彬的话说，王四波与他的同事们
给雅昌印刷的图书质量上了“双
保险”。

也许正是这种从上到下精

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才让雅昌成

为了每年上海书展沪上各大出

版社最信赖的伙伴之一。今年上
海书展，雅昌承印制作了近十家
出版社的彩色图书，每天的印刷
量达到了 170 万印左右。如今距
离书展开幕已不到 3 天，每一天
都是不同书籍的最后期限，各个
车间里的工人和所有机器都在

满负荷运转中，这样的工作一直
要持续到书展结束。

窗外狂风暴雨，屋内热火朝
天。曹文彬感叹，每年书展总是
特别忙，压力是巨大的。不过，看
到每年书展上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拿起纸质图书阅读，曹文彬又
倍感欣慰。在他看来，书展是爱
书人一年一度的“朝圣”之旅，也
是印刷工人的一个成长驿站。因
为书展，让他们对这份职业有了
更多的敬畏之心，让他们意识到
自己身上更多的责任，这种责任
是对图书质量孜孜不倦的追求

和对工作的热爱。

制版员工成“杂家”
一本书的诞生从这里开始
“轰轰轰 !” 伴随着巨大的声

响，印刷机开始运转，工人们将一
堆堆裁切好的纸张放入机器中 ，
通过机器的转动让空白的纸张铺

在流水线上， 一张张图文并茂的
成品从印刷机另一头快速涌出 。
这是一家印刷厂最常见的一幕 ，
也是大多数人对于一线印刷工人

最基本的印象。
然而，一本书的诞生并非起始

于印刷车间，而是制版中心，这里
也是上海雅昌最核心的区域 。相
对于印刷车间的轰鸣， 这里安静
到只有鼠标点击、键盘敲打、纸张
打印的声音。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团队， 近年来却承担着上海书展
一半以上彩色图书的输出工作。

雅昌艺术中心负责人曹文彬

告诉记者， 图书的出版制作基本
遵循这条路线：先是摄录、扫描，
而后进行排版、校色，制版中心输
出后才是印刷、装订、打包成品。
因此， 制版中心相当于一个输出

窗口。
不过， 这里的工作并非简单

地将电脑里的图文变成印刷品 。
据了解， 制版中心的工人们除了
要会操作各种软件， 还要熟知印
刷的整个流程。 不仅要对文件进
行预检， 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导致
的后期生产不流畅， 有时甚至要
查出出版社编辑校对时没有看出

的差错。应该说，制版中心的员工
都是“杂家”。

因为到了书展的最后冲刺阶

段，记者采访当天，雅昌排版和校
色区域的技术员并不多。不过，作
为核心部门， 这个团队其实有着
将近百人的规模。一个月前，这里
几乎一座难求。曹文彬告诉记者，
在雅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制版
带动印刷。”因为在印刷机上可调
试的空间毕竟有限， 如果前端没
做好，后续工作很难弥补，甚至一
切都要推倒重来， 其重要性由此
可见。

一个车间配七位“机长”
印刷工人早晚翻班不停歇

循着浓浓的油墨味往下走，
位于雅昌艺术中心底层的印刷

区，可谓这家印刷厂的“心脏”。
记者采访当天恰逢台风过境，户
外狂风暴雨，而车间内却是一派
热闹的景象。 7 台印刷机有规律
地“跳动”着，一旁堆满了一摞摞
已经完成印刷的图书纸张。记者
在这里见到了唐师傅，他是雅昌
印刷车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机
长”。 之所以说他“老”，是因为
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奋斗了十

余年。
采访时，唐师傅正在进行机

器生产前的准备工作。他告诉记
者，对机长来说，图书印前印时
印后的工作内容、人员和设备状
况都必须了然于胸，这样才能做
好调度工作。 “比如印刷前要检
查设备； 印刷中要随时校对套
正、观察墨色是否均匀，发现问
题要尽快调整；印后还要对设备
进行保养与维护。 ”

一个有经验的机长可以通

过声音辨别设备问题所在。 “这
都是时间历练出来的真功夫，也
是为什么一个合格的印刷机机

长必须经过十年基层锻炼的原

因，你得知道设备每个部位的所
有情况。 ”印刷车间张经理说。

采访时记者看到，印刷期间
机器每印出一张，唐师傅都要拿

着出版社确认过的大样反复比

对。 看似降低了效率，但唐师傅
告诉记者，车间每台机器的效率
其实都是限定的，每小时不宜超
过 1 万印，太快的话，纸张两边
会卷起，反而影响了质量，造成
不必要的浪费和消耗。

据了解，因为质量上的高标
准要求，印刷车间的进度压力一
直很大。 为了抢赶时间节点，自
上个月起，车间 7 条流水线就悉
数开动， 每个机组配备一位机
长，搭配 1-2 名印刷工人，早晚
翻班，24 小时不停作业。

由于印刷生产与时效性紧

密相连，刻不容缓，这就使得在
印刷厂上夜班成为了一件很平

常的事情。特别是书展期间，“黑
白颠倒”更是一种常态，越是夜
深人静，印刷工人越忙碌。 许多
工人甚至直接以厂为家，“全天
候”守候，只为保证书籍保质保
量如期交货。

16年练就“火眼金睛”
精益求精打造书籍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