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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文创

从北京兴华印刷厂废址到如今集
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创意产业
园，地处北京市昌平区的1983创意产
业园·顺园如何焕发新生、迸发活
力？正值暑期，《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 记者走进位于崔村镇真顺村的
1983 创意产业园·顺园，探寻废弃印
刷厂“长”出乡村艺术区的故事。
1983 创意产业园·顺园运营总经理韩
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文化与
艺术是印刷厂改造中最应该被挖掘
的元素。

保留工业元素
赋予独特气质

来到 1983 创意产业园·顺园门
口，映入记者眼帘的便是写着“兴华
印刷厂”5 个字的大门，顶部不少地
方的油漆已经斑驳。“这是原来北京兴
华印刷厂的厂区大门。”韩植告诉记
者，在改造印刷厂的过程中，1983创
意产业园·顺园保留大门原貌，既契合
园区的印刷历史文化内涵，又实现资
源的有效利用。

漫步园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一
幢幢红砖房，斑驳的红砖瓦墙向游客
诉说印刷厂的历史，曾经印刷机的隆
隆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园区大部分
建筑都是由原来的车间改造而来，外
立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来印刷厂的
红砖风貌。”韩植告诉记者，北京兴华

印刷厂厂区于2005年停产后便一直闲
置，2009 年年底由中坤金信 （北京）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接手后便开始着手
改造计划。在确定改造方案前，团队
进行了充分调研，最终一致认为——
印刷厂厂区虽已被废弃，但它仍然是
历史的见证，在改造时应尽可能地保
留原有设施，保留其独特的工业印记。

“园区内不仅专门放置了一些废弃
的印刷设备，还可以看到由老印刷机
上的废弃零件制作而成的楼牌号。”记
者在园区内遇到专门前来打卡的游客
苏丽娜说，正是印刷厂遗留下来的这
些原始风貌和工业元素，赋予了园区
独特的文化气质。

延伸文化内涵
艺术气息浓郁

记者看到，1983 创意产业园·顺
园大致分为 3 块，南区主要以办公区
和文创为主，中区的大草坪可承接团
建、宴会、草坪婚礼等活动，北区则
是特色餐饮、咖啡厅、网红书咖、美
术馆等文化艺术类商家。

“招商过程中，园区运营团队就有
意地吸纳一些文化企业入驻，形成文
化产业集聚。”韩植告诉记者，1983
创意产业园·顺园一直聚焦“文化+”
产业发展，让游客可以获得更加深度
的文化体验。

在北区的美术馆，芬兰艺术家文

德个人展正在这里举办。“这是我第
一次来这里。”游客徐睿告诉记者，

“园区内随处可见的涂鸦、墙绘、雕
塑、装置艺术等，让我从走进园区
就能感受到满满的艺术文化气息，
很适合周末来逛逛。”

为更加契合印刷文化，园区不断
延伸文化内涵，在印刷和纸文化的传
播上下功夫。路过南区的纸张设计工
作室时，纸铺·纸文化乐园里满墙整齐
排列的各种特色纸张引起了记者的兴
趣。“工作室内有近千种各色纸张及凸
版印刷机等专业设备，可满足专业设
计师的打样需求。”韩植告诉记者，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了解纸文化、获得
参与感，工作室探索开发了包含造
纸、印刷、装帧、纸艺四大技艺在内
的一系列教学课程。在这里，游客不
仅可以学习和纸相关的文化知识，还
可以在纸艺师的指导下动手体验传统
活字印刷、手工造纸、书籍装帧流
程，制作自己的作品。这些教学互动
体验活动不仅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好的
文化体验，还有利于印刷、造纸文化
的传播。

探路研学融合
实现多元经营

暑假时期，正值学生研学“热”。
记者采访的前几天，就有来自四川美
术学院的师生在 1983 创意产业园·顺

园中的纸语工坊开启研学之旅，在专
业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书籍装帧设计。

这正是 1983 创意产业园·顺园的
一大特色，通过开展研学活动、举办
公益文化活动等方式，进一步丰富业
态，实现多元化经营。“园区内的纸语
工坊经常联合各个学校，开展研学实
践活动，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实践的平
台。”韩植介绍，在纸语工坊的研学
中，同学们用心感受着书籍装帧的每
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通过独特的
设计、色彩搭配和选材，制作属于自
己独一无二的“书籍”。

为了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1983
创意产业园·顺园还定期在园区内的公
共服务空间举办公益文化活动，如昌
平政协读书会、北京服装学院设计赋
能乡村振兴作品展、798 艺术家画
展、昌平区苹果艺术节。“园区已承办
各种活动上百场，婚礼十几场，美术
展览 10 余场，总接待客流超万人
次。”韩植表示，希望借助这些文化服
务，将园区打造成京北宜业、宜吃、
宜游的“三宜”园区，吸引更多高端
产业、优秀人才和游客前来。

“目前，园区正在建设真顺村村史
馆，计划今年 11 月建设完成。”韩植
向记者透露，届时村史馆中会有专门
的板块介绍印刷厂历史，让前来游玩
的游客对兴华印刷厂的“前世今生”
有更好的了解，深入感受印刷技术背
后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内涵。

北京兴华印刷厂废址变身1983创意产业园·顺园：

来一场充满文艺气息的研学体验
□本报记者 牟艺 文/摄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印刷业向数字
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型。AI（人
工智能）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
作用，在印刷企业的应用呈现出广泛
而深入的特点。尤其是在印刷质量控
制中，AI 技术通过机器视觉技术和机
器学习算法，实现对印刷质量的实时
监测和自动调整。同时，在质量检测
环节，AI 可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和深
度学习算法，对印刷品进行自动化检
测和质量评估，确保产品符合相关标
准。AI技术对印刷质量控制水平的提
升是显著的。

高精度检测 提升质量

基于AI的机器视觉检测技术被广
泛应用于印刷品的质量检测中。该技
术能够实时识别印刷品的微小瑕疵和
缺陷，如颜色偏差、文字模糊等，确
保印刷品的高品质输出。这种高精度
检测手段显著提高了印刷品的合格率。

AI算法在色彩管理方面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通过对印刷设备的精确校
准和对印刷工艺的优化调整，AI技术
能够确保印刷品的色彩与原图高度一
致，提升视觉效果的准确性和满意度。

从印刷企业应用AI技术的质量检
测看，AI技术能够实时监测印刷过程
中的各项关键参数，如设备状态、材
料消耗、环境温度等。一旦发现异常
情况，AI 系统会立即发出预警信号，
帮助操作人员及时采取措施，避免生
产事故的发生，保障生产过程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同时，通过集成自动化

设备和智能控制系统，AI技术实现了
对印刷过程的全面监控和精准控制，
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人力
成本，为印刷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
效益。

大数据分析 优化生产

AI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手段，可
对印刷过程中的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
分析。这些数据包括生产数据、质量
数据、市场反馈等，为企业管理层提
供了全面的决策支持。基于这些数
据，企业可以更加精准地制订生产计
划、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市场竞争力。

在生产过程中，AI 可以实时监控
生产进度和设备状态，及时调整生产参
数和资源分配，确保生产线的稳定运
行。同时，AI 还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
的分析，优化生产流程和设备布局，进
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可以
说，AI 技术对印刷生产调度与优化的
提升在智慧工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实时数据分析与智能调度。在智
慧工厂中，AI技术通过实时收集和分
析生产过程中的大数据，包括设备运
行状态、材料库存、订单需求等信
息，实现智能的生产调度。AI算法能
够快速识别生产瓶颈和资源短缺情
况，并自动调整生产计划，确保生产
过程的连续性和高效性。这种实时数
据驱动的生产调度方式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响应速度。

预测性维护与生产优化。AI技术
应用于印刷设备的预测性维护中，可

通过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和传感器数
据，预测设备可能发生的故障和维护
需求，提前安排维护计划，减少因设
备故障导致的生产中断。此外，AI还
能根据历史生产数据和当前订单情
况，优化生产流程和资源配置，进一
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自动化与智能化排产。在智慧工
厂中，AI技术结合自动化生产线和智
能排产系统，实现了印刷生产的自动
化和智能化。AI 算法根据订单需求、
材料库存和生产能力等因素，自动生
成最优的生产排程计划，并实时调整
以适应变化的市场需求。这种自动化
和智能化的排产方式不仅提高了生产
效率和灵活性，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和
错误率。

多目标优化与决策支持。印刷生
产调度涉及多个目标的优化，如最大
化生产效率、最小化生产成本、确保
交付准时性等。AI技术通过多目标优
化算法和决策支持系统，能够在考虑
各种制约条件的基础上，找到最优的
调度方案。这种优化能力有助于印刷
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
竞争力。

能耗最小化 绿色低碳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化成
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AI技术在这
一领域也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优化
生产流程和资源配置，降低能源消耗
和废弃物产生，推动印刷行业可持续
发展。

基于AI的机器视觉检测技术，确
保了印刷品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提高
了印刷品的质量和使用寿命。由此，
高质量的印刷品在使用过程中更加耐
用，减少了因质量问题导致的频繁更
换和浪费。同时，AI算法的色彩管理
不仅提升了印刷品的视觉效果，还使
得印刷品在后续使用过程中能够更好
地保持色彩稳定性，延长了使用寿命。

在环保材料推荐和能源优化利用
方面，AI技术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智
能化推荐系统，为印刷企业推荐更加
环保的材料和工艺。这些环保材料在
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较
小，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AI技术
还可以应用于印刷设备的能源管理系
统中，通过实时监测和调整设备的能
源消耗情况，实现能源的优化利用。
这种能源管理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
还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

（作者单位：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
公司）

以AI增效 印企质量管控向“智”升级
□刘思涵

今年6月，笔者到欧洲考察，偶遇了标注为
1920 年由商务印书馆生产的“舒式华文打字
机”。这是第一款能实用的中文打字机，由商务
印书馆工程师舒震东在留美学生周厚坤等人的发
明基础上研制。1919年，“舒式华文打字机”开
始由商务印书馆制造，累计生产了约 2000 台。
多年来，早已消失于公众视野。在这次发现于德
国科技博物馆藏品之前，通常认为现藏于美国亨
廷顿图书馆、1938 年生产的“改良舒式华文打
字机”是最早期实物。

节点性实物有了新发现

近年国内对中文打字机的研究颇多。作为时
代最被幻想和语言技术创新的典范，中文打字机
是20世纪中国人最伟大的文化机械发明。它与
照相技术结合产生了第一代手动照相排字机，是
象征“告别铅与火”的第四代汉字激光照排机
（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 的源头，也
是象征汉字改变信息时代的代表性文化工具，是
机械时代人机交互的典范。

笔者所看到的这台“舒式华文打字机”是很
重要的节点性实物，能够清晰看到组成打字机的
机架、字盘、指示盘、机身、滚筒架、滚筒、拖
板、格空、格键等部分齐全，其检字是采用偏旁
部首，有38×67个、计2546个字符格，品相完
美，可能当时就为收藏的目的。

或许是对中文打字机不熟悉和展示摆放在底
层有遮挡、语言等原因，在网络中未能搜索到这
台“舒式华文打字机”的相关资讯，但至少对多
年从事中文打字机的收集者和研究者来说，是一
种新发现。也期待“舒式华文打字机”的发现，
能够引起相关研究者、文化机构、工业文化遗产
机构等的关注重视。

前赴后继开发中文打字机

中国人追求汉字活字版的机械化，至少可追
溯到元代王祯 《造活字印书法》 的“活字韵轮
图”，这是世界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活字排版机
械。1880 年代开始，有文献记载中国研制中文
打字机。中国的有识之士为此前赴后继开发中文
打字机等，中文打字机承载了中国人满满的民族
情怀。

我们应该记住1912 年开始研制中文打字机
并获专利的留美学生祁暄、周厚坤、舒震东、赵
厚达、俞斌祺、范继舲、陶敏之……著名作家、
语言学家林语堂一生痴迷发明中文打字机，从
1916年到1947年投入10多万美元为研发而濒临
破产，其发明了被称为历史上第一台拥有键盘的
中文打字机。

从印刷的角度来看，西方的打字机主要在私
人领域，而中文打字机从诞生起就具有办公和印
刷的公共属性，其配备了多种花边图案，这是国
外不曾有的现象。这些象征符号和众多铅字时期
的 指 向 符 号 ， 是 最 早 的 表 情 图 案 ， 是 现 代

“EMOJI”的源头，它创造了可变的版式，体现
了中国人的灵活性和在困境下对美的追求。1986
年 5 月 16 日，北京四通公司宣布推出 MS-2400
型中文电子打字机，使中文词语处理形式进入了
电脑时代；1988 年，上海双鸽牌中文打字机达
到最高年产量6.7万台后开始急速下降，该厂30
年累计生产量近60万台。

2021 年，中央美术学院承担的国家艺术基
金项目，拍摄了纪录片《中文打字机》，回顾中
文打字机突破字母文字技术强权示范的历程，反
映了近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2023 年美
国斯坦福大学墨磊宁先生的《中文打字机：一个
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中文版出版，中央电视台

《读书》栏目对此有专题报道。北京印捷文化空
间也收藏了30台不同时代的中文打字机和一定
数量的历史资料，纪录片《中文打字机》也主要
拍摄于印捷文化空间。

这些表明中文打字机收集者和研究者都致力
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继续用文字
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文化研究委
员会委员）

在欧洲偶遇百年前的
“舒式华文打字机”
□邢立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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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看到的“舒式华
文打字机”。

▲保留原貌的北京兴华印刷厂大门。
▶园区文化艺术气息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