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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匠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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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6 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从国家层面倡导践行工匠精神，为中国经济注

入新动能和活力。工匠精神源自于匠人自身执着器物而修身致知的文化积习和追求。从其文化累积上看，匠人精神具

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涵盖了审视、倾听、贴心、诚信、担当、创新、坚持、最优质、卓越、遵循规律等方面; 从历史发生学意义

上看，它具有锲而不舍地朝向追求极致成就的内在性。其内在的孜孜不倦原始动力和精神推动了匠人成为每个国家不

可或缺和最基本的阶层和经济活动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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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是名副其实的“工匠之国”。在 2000
多年的农耕经济时代中，中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

产品输出国，丝绸、瓷器、漆器、金银器等精美产品，

大多出自中国古代工匠之手。当时其他国家都把进

口的中国产品视为奢侈品和高端艺术品。中国成语
“匠心独运”中的“匠心”即形容匠人做事的高妙境

界。中国人最为推崇的匠之鼻祖鲁班，又名公输班，

工匠出身，对如何提高劳动效率和工艺水平十分专

注，喜欢发明、创造。为解决当时底层人民群众的生

存、生活需求，鲁班发明创造了很多东西，如曲尺、墨
斗、刨子、钻子、凿子、铲子、碾子、云梯等。这些都大

大提高了当时工匠的劳动效率和工艺水平。
从汉代开始，独尊儒术的中国文化把劳动分出

了贵贱和上下等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严重

抑制中国手工业发展，打压手工艺匠人的社会地位，

匠人精神逐渐沦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进

程不断加速使人类拥有技能的有效期快速缩短，以

至于人们坚守和潜心某一职业技能劳动显得更加不

易，匠人精神生存空间不断压缩。
2015 年“五一”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

八集系列节目《大国工匠》①，讲述了焊接长征火箭

发动机的国家高级技师高凤林等八位不同岗位的工

匠匠心筑梦的故事。八名大国工匠刻苦钻研默默坚

守，凭着专注、敬业和责任感，缔造了无数个“中国

制造”或“中国创造”，跻身“国宝级”顶尖技工行列，

成为各自领域首屈一指的人才。
2016 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提升消费品品质，加快质量安全标准与

国际标准接轨，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鼓

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②这是“工匠

精神”第一次出现在治国安邦的文件中，显示出国

家对培育和推广“工匠精神”的认识和重视，使其上

升为国家意志和全民共识。

一、匠人精神的起源

匠人精神起源于行规，在对器物执着的过程，匠

人将器物加工理解为自身的价值体现，将器物考察、
加工，内化为自我心性的完善和纠正，是知识结构和

精神的统一。
匠人精神就是匠人对器物的执着以至于产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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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精神追求，表现为匠人对器物的坚守、坚持和精

益求精的“匠心”品格。一是在器物认知、加工上具

有精湛技艺，它构成承载着匠人自我目的和精神的

基本路径。二是对器物及其细节具有执着的情感和

信念，对器物具有痴迷、坚守、坚定态度。三是器物

制造过程上饱含匠人自我信念和情感等绝对价值。
匠人执着器物就是目的，执着于器物就是自我价值

的实现而非手段。四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既

包含中华民族的道德、礼仪等优良传统，也包含各个

行业的行规文化、艺术文化、技艺文化、敬畏图腾文

化等。
( 一) 匠人精神诞生的经济条件

匠人精神诞生和繁茂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已趋平

稳时期，即社会或国家经济处于起步和上升阶段。
匠人精神艰难诞生。其原因在于，一是起步阶段更

多追求地是速度和短期利益，而匠人精神需要长期

的坚持才能显现。二是起步阶段可选择的机会多且

时效短，对于匠人和匠人精神的保护制度不完善。
三是起步阶段商家或老板没有太多安全感，比较倾

向于短平快的职业方向和规划。
( 二) 匠人精神的文化前提

一是依托人们执着于器物情感意愿，即人们具

有意愿执着器物，坚守和坚持把事做好的情感自愿;

二是文化习俗提供了包括关于器物的娴熟技艺、坚
毅精神品格等传统文化前提; 三是信念和信仰成为

匠人执着器物的最好动力。
( 三) 匠人精神具有历史发生学机理

一是情感自愿提供了匠人执着于器物精神的自

在情感基础。二是长期执着于器物的冲动和行为，

能够产生对执着于器物的责任自觉，由此产生做好

器物自觉的责任状态; 三是长此以往责任状态在不

断发生过程中逐渐凝结、内化和上升为匠人做好器

物的精神自觉，即信仰。

二、匠人精神的内涵

( 一) 匠人

中国匠人最为崇拜的匠之鼻祖是鲁班。千百年

来，鲁班是民间传说中的“百工始祖”、“百工之神”，

是民间信仰中，木瓦石匠、木雕业、制车业、建筑业等

共同奉祀的“行业神”，是后代匠人共同尊奉的“祖

师爷”。鲁班是一个时代中一个群体、阶层或职业

的象征或符号，是古代社会底层勤劳勇敢的能工巧

匠的代表，生活在人民中间，关怀人民需求，专注工

作，善于创新，勤劳勇敢，有所担当。直到今天，鲁班

仍然是匠人的“祖师爷”、学习的榜样、努力的方向、

职业的信仰。中国自古还是有“技进乎道”的文化

源流的。［1］

在日本，匠人称之为职人，职人从事的工作统称

为“工芸”，该词代表用创意为实用品增添艺术性，

使物品本身的机能与美巧妙地结合的活动。只有行

业内专注本职工作、出类拔萃、不断追求极致的人，

才能被称为匠人或者职人。德国“隐形冠军”概念

的创始人———赫尔曼·西蒙认为，德国经济的基础

和生力军就是大量专注于本职工作的技术工人支撑

的中小企业，这些技术工人即匠人。［2］

匠人狭义的定义，是指执着于一种职业并掌握

其基本技能的手工劳动者。随着社会大分工的不断

细化、匠人精神的持续传承，匠人精神不断充实，成

为各行各业的职业精神信仰。21 世纪的匠人范畴

更广，不再局限于手工艺、制造业领域而是泛指在各

行各业有着精湛的专业技术、技能、敬业、诚信、追求

极致的所有劳动者。
( 二) 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既是匠人对自己的产品或服务精

益求精、永不满足的情感意愿，又是对自己工作热

爱、专注、负责、忠诚的精神理念。匠人精神是审视、
倾听、贴心、诚信、担当、创新、坚持、最优质、卓越。
匠人精神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称谓，德国人称之

为“劳动精神”，美国人称之为“职业精神”，日本人

称之为“工匠精神”，韩国人称之为“达人精神”。［3］

1．一种情感———对工作和作品热爱、尊重，即爱

岗敬业。一是匠人精神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工作胜过

工作带来的金钱、物质，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荣誉感，

作为匠人一生的追求，全身心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工

作中。情感自愿激发出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激发出最大的工作热情和创作、创新动力，毕生追

求、精益求精。二是敬业，即对职业的尊敬，树立职

业权威，严格遵守行业规定、规则，尊重技术规律、自
然规律，把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放在工作首位，对此

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纪录片《大国匠人》里面的

錾刻师孟剑锋是 2014 年北京 APEC“和美”纯银丝

巾的作者，他曾经说过“你要喜欢，才能把感情投入

到作品中”。
2．一种态度———对细节的认真、严谨。做事认

真规范、态度严谨、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不投机取

巧、不浮躁、坚持标准、遵守行规，确保每件产品和每

次服务的质量，采取严格的检测、检验标准，不达标

产品、服务绝不出售。《寿司之神》③中的小野二郎

选择最好的食材，提炼食材最美的味道，提供最周到

的服务，成就极致完美的寿司作品。
3．一种执着———对工作的一种坚守。坚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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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专注，才能对器物倾注全部的精力和感情，心无

旁骛才能造就精品。坚守是匠人对工作情感自愿、
责任自 觉 的 直 接 表 现。2017 年 纪 录 片《寻 找 手

艺》④采访的民间匠人多数都是一直坚守一份工作，

从未想过放弃。专注工作、不断追求、不断突破，甚

至还需要和自己较劲，才能创造精品，半途而废无法

成就匠人精神。
4．一种追求———追求和探索作品与匠人自身技

艺的极致、遵循天人合一、人物合一、倾听器物声音、
关切消费者的人性需求，最大程度的实现匠人技艺、
器物或服务、消费者需求最完美的融合。《孟子·
尽心上》“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一是匠人在反

复试验、推敲、打磨器物过程中，也需要通过不断学

习、实践、借鉴、交流，磨炼、锤炼自身的技艺。二是

匠人严格遵守行规、章程，不断追求精益求精、精雕

细琢，永不降低产品、服务标准。
5．一种品格———甘于平凡、淡泊名利。匠人执

着于器物，长期处于忘我、心无旁骛及人物合一的工

作状态，看淡和漠然于其他一切，甚至包括最基本的

物质生活所需，不计较得失和地位。鲁班出身寒门，

在汉代桓宽《盐铁论·贫富》篇中有记载: “公输班

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而不能自为专屋狭

庐，材不足也。”［4］

6．一种传承———家族或师徒传承，以及传统文

化、技艺的薪火相传。匠人的传承是通过家族或师

徒关系进行的，言传身教。传承技艺的同时，也是文

化、精神、耐心、专注、敬业、责任的接力，一种带有温

度和故事的心灵、情感与精神的交流。鲁班佩服孔

子的“仁”和墨子的“义”，他决心学习墨子“进而鼓

义”的精神，从自身做起，抵制诸事为己、不顾他人

的风气。［5］鲁班收徒，有着严格的要求: 品性顽劣、
奸猾刻薄、不愿吃苦耐劳，不能安分守己的人，坚决

不收。
7．一种担当———强烈的爱国意识、民族意识、责

任意识。匠人精神源于情感自愿，产生责任自觉，自

觉自动地运用正确的理论调整行为符合社会发展和

个人发展的需要; 情感自愿、责任自觉在时间的作用

下逐渐升华成为一种信念、上升为国家、民族责任意

识。黄大年生前作为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始终坚持

把赶超世界一流和抢占科技制高点作为自己的奋斗

目标，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工作，常常到深夜，三次

生病入院，即使在住院期间也在病床上工作。在国

外对中国严格技术封锁禁运状况下，短时间内取得

一系列重大突破，为中国的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

全作出突出贡献。黄大年的事迹深刻诠释了爱国精

神、责任意识以及信仰的力量。

三、匠人精神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 一) 工具理性

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

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
‘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

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6］即人们为实现

精心选择的目标，会仔细考虑各种可能的工具或手

段及其附带的后果，选择最有效的工具、手段运作。
工具理性是人们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最快速、成本

最小、效果最好的手段、工具、方法、途径。从实用性

角度分析利弊得失，没有过多关注精神层面和价值

层面，最本质的追求是结果和效果，具有功利色彩。
( 二) 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

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

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

得成就。即人们只赋予特定的器物或行为以‘绝对

价值’，不考虑其实现过程或实现目的是否违反伦

理学、公序良俗、宗教、美学或者责任感、荣誉和忠诚

等，总而言之，价值理性仅仅关注和看重器物、行为

本身自有的价值、意义，甚至不计较、不考虑实现的

工具、手段及其各种可能的后果。”［7］价值理性关注

行为本身的意义、精神和价值，更多关注精神层面目

的、目标实现，一定程度忽视工具、手段、方法和途径

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 三) 匠人精神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1．匠人精神中的工具理性。从工具、手段、方法、
途径角度解析匠人精神，即成就事业或作品的手段和

工具。一是匠人精神是工具、手段。匠人执着器物追

求极致须始终坚守工作，一直寻找、创造最佳工具、方
法。二是在实践中始终坚持淬炼专业技艺，永不停歇

地追求自身技艺技能的完善。实现因地制宜、因人制

宜，因势利导、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匠人精神中的价值理性。从价值、意义、精神

层面解析匠人精神，即源于外部因素的制约执着于

器物，始终坚守钟情于器物，最终人物合一、毕生的

追求和信仰。价值理性是精神层面对器物的执着、
钟情，溶于骨血的情感。精益求精的追求，活灵活现

的器物，一直在路上的事业。
匠人精神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工具

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构成工程形上构架内涵。匠

人扎实、精湛专业技艺构成工具理性的实体支撑，匠

人情感和价值诉求赋予工具理性以灵魂、绝对价值

和精神，具备工具理性的匠人对器物的执着产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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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目的性和终极思考; 匠人执着于器物既获得精湛

技艺的工具理性本身，又获得自我价值在器物层面

的实现。匠人执着于器物而开出工具理性技术层面

成果和价值理性人文思考，对器物本身既开出人与

自然的伦理关系思考，即自然伦理; 同时也开出基于

器物的人际关系思考，即人际伦理。

四、匠人精神的文化基底

器物虽然构成匠人内在精神价值承载，具有推

动匠人自我心性完善的可能性。但匠人缺失启动完

善心性的意愿和动机，器物充其量是一种简单的外

物，难以构成积淀和生成匠人心性( 精神) 的路径和

方法。因此匠人精神的缘起是基于器物加工考察，

匠人心性文化累进过程和升华的结果。
( 一) 职业规矩、规则( 行规)

匠人入职后最初、直接感受的是行规、职业规

矩、行业规则，也可称为行业文化，为匠人明确今后

的职业方向和职业操守，具有很强的指引、引导作

用，即匠人产生内在精神价值的前提基础。行规的

存在促使匠人熟知器物、工具、流程，也亲身感触行

业的禁忌、魅力、历史、未来。匠人据此形成自我约

束和自我发展的维度，也为匠人精神的形成提供

土壤。
( 二) 习惯

世间最令人恐惧和敬畏的不是战争和权力，是

习惯。习惯可转变一人之本性也可养成一种行为或

性格，且不易动摇、影响深远。匠人在行规的约束下

按部就班，生活即职业、职业即生活，长此以往，匠人

极易融入器物的世界和逻辑中，匠人的物理世界和

心理世界变小、变窄，于是天地间只有你我的状态显

现，匠人人性化、生命化器物，依赖器物的程度与日

递增，对器物的感情日益浓厚。
( 三) 执着于器物的情感意愿

人的情感不是人类努力而来的，它是一种被动

的给与，或者外部因素刺激、作用于内心的结果。匠

人在生活即职业、职业即生活，执着于器物的劳动习

惯过程中产生了感情，感情源于器物、源于时间、也
源于习惯。源于器物是因工作过程中的绝望情感、
忘我意识，天地之间仿佛只有匠人与器物相互依存，

互相取暖，匠人对器物的情感油然而生; 源于时间，

时间是情感产生的重要条件，经年累月的面对，日复

一日的陪伴，情感产生理所当然; 源于习惯，长期习

惯于某种器物或过程，甚至达到人物合一，兴趣的产

生、感情的滋生不可阻挡。
相对于动物，人类情感含有伦理色彩，将情感约

束规范、促进人类健康生存交往。对器物情感构成

匠人职业伦理的自然条件，匠人精神源于对器物自

然情感升华。不仅仅局限于与器物整日相对，互相

依赖、互相依存，而是把器物人性化、生命化，与之交

流和对话，精雕细琢，追求极致和完美。匠人精神，

即对器物自然情感伦理价值规范，一方面体现匠人

自我价值诉求，把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寄托在

器物上，另一方面则是匠人自我道德自律的道德义

务的显现，一经选择就是责任，永不言弃。［8］

奥古斯丁认为，人的信仰和价值追求虽然是上

帝赐予的，但上帝仅赐予人信仰的意愿，信仰的内容

和形式由人自身决定。匠人精神文化自觉就在于人

类具有关怀他人的这种自然可能性。在日常接触

中，关注别人的情绪、病痛、习惯、需求等，并给予其

一定程度的关心和安慰。匠人在熟练掌握自己专业

技能的基础上，结合细心观察到的消费者需求和追

求，格物致知，不断做到完美。
( 四) 匠人精神基于对文化习俗凝结形成责任

自觉

柏拉图“洞穴喻”和中国成语“井底之蛙”的启

示在于，人的一切精神和价值诉求都局限于人自身

的阶级性和视野，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济文化等

规范制度，即人生活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也是对生

活个体的约束和规定，规定了人们价值诉求具体性

和历史性。匠人精神是匠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对于

行规的遵守理解、日复一日的习惯劳作经验、器物的

感情、专业技能水平、消费者需求关怀程度的凝结和

体现，即匠人精神是匠人自身专业技能、文化自觉、
责任自觉的折射。［9］当下匠人精神盛行的德国就不

认同“物美”等于“价廉”，“物美”不仅仅局限于外

形更多的是质量保障，是一种责任的担当，其中德国

的锅具最有代表性，使用期一百年左右，可价格也较

昂贵。
匠人习惯于依照行规日复一日、人物合一忘我

劳作，日久弥新，赋予器物人性化的感情，不断提高

自身的专业技能、挖掘文化习俗底蕴、发现器物的

美、创造器物的美，一直追求、没有尽头。这既是匠

人内心价值取向的体现，也是作为匠人的责任自觉，

即对民族或行业文化习俗的认同。匠人精神是一种

个体在其自身专业技能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对文化习

俗内化和凝结的美德，务必在工作过程中要遵守行

规，严格按照规矩办事，提供质量过硬、契合人们需

求的器物，在细心体察消费者需求走势的基础上，追

求器物的极致，为此甘于寂寞、平凡，反之极难形成

匠人精神。所以，匠人精神归结为匠人自身专业技

能的高超和个体的道德伦理自觉状态，也是一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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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责任自觉的显现。
( 五) 匠人精神文化自觉在于具有最好内在动

力———信仰

匠人精神源自信仰，即人类倾注一生努力的最

好源动力和内在动力。匠人入职后严格遵守行规，

习惯性地在行规约束下的日常劳作，在时间、习惯的

双重作用下匠人对器物的情感油然而生，日积月累

展现出匠人行业和民族文化习俗的自觉和责任自

觉，若匠人最终无法对器物、劳作、文化习俗产生畏

惧、敬仰、崇拜，即没有信仰也就无匠人精神。匠人

精神源于信仰，信仰是对器物、理论、人物等的崇敬、
畏惧和不可违抗性，是对个体自身约束和规范，是价

值和精神的内在统一; 为个体行为和追求提供道德

依据，督促个体克服自身局限性和主观性，追求理

性、道德的自由、自律; 激发个体最大动能实现人与

器物、人与自然的融合，作出精品。匠人在情感习惯

驱动下劳作，自身专业技能和行业、民族文化习俗不

断累积并释放于器物，形成责任自觉，在时间作用下

责任自觉和情感自愿发生自然发酵的化学反应，匠

人自动自觉执着于器物追求极致，永不懈怠、不愿放

弃，放弃即罪。［10］

放弃即罪，即信仰构成了匠人精神的敬畏结构，

即在认同器物和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尊崇道德伦理

原则和敬仰文化价值习俗的心理结构，即构建信仰

的敬畏结构，也是匠人精神形成的最终、最高条件。

注释:
①中央电视台 2015 年“五一”期间推出的八集系列纪录片《大

国工匠》，深入挖掘以高凤林为代表的八位行业顶级技工的故事，歌

颂“以劳动托起中国梦”的劳动者，这八位大国工匠是胡双钱、高凤

林、孟剑锋、宁允展、顾秋亮、张冬伟、周东红、管延安。
②这部分属于 2016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

第三部分。
③这是由大卫·贾柏拍摄的关于日本三星厨师小野二郎毕生追

求创造完美寿司的历程的纪录片。
④这是一部 2017 年网上点击率比较高的纪录片，由几个非专业

人士拍摄，记录了生活在中国广大基层的一百多位手工艺人，主要体

现的主题是默默坚守、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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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raftsmanship

WANG Hui，LI Bao－jun

( School of Marxism，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Jinan 250101，China )

Abstract: In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of 2016，Premier LI Ke－qiang put forward that " to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craftsman who strives for perfection" for the first time，which proposed to practice the craftsmanship on the na-
tional level in order to inject new energy and vitality into China＇s economy． Craftsmanship，or artisan spirit，is de-
rived from the cultural accumulation and pursuit in which the craftsman concentrate on making their production with
great care and cultivating themselves to great morality and wisdom． From the cultural accumulation perspective，

craftsmanship possesses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even the quintessence of it，covering several levels of ob-
serving，listening，caring，integrity，undertaking，innovating，persisting，highest quality，outstanding，following
the law of nature，and so on． From the longitudinal historical happenology perspective，craftsmanship possesses the
enterprising spirit and the inherence of working with perseverance towards superlative achievement，the everlasting
original energy and spirit inside which promote craftsman to the indispensable and the most basic hierarchy and eco-
nomic base maker of every country．

Key words: craftsman; craftsmanship; cultural ba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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