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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的围棋人机大赛，“阿尔法狗”4∶1大胜
围棋名宿李世石，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忧虑。同时
人们也在偷乐，兴许人类日后的生产活动能完全拜托
智能机器人了？答案当然是否定。

很简单，没有能工巧匠，人工智能是无从谈起
的。对工匠特别是大工匠的重视，对他们那种宝贵精
神的推崇，是当中国发展进入转型期尤其是推进供给
侧改革时的当务之急。

2016年的两会上，“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首
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笔者看来，工匠精神有这
样3个层面：

工匠精神的基础版是个体生存需求。俗话说“一招
鲜吃遍天”，“艺不压身”，有了一门看家的手艺，就有了一
只饭碗。此时的勤学苦练是为了活命去习练，有可能自己
不热爱不喜欢，又不得不干，是遵从契约的被动行为。

工匠精神的升级版是个体志趣使然。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个体在内动力的驱使下，在技术层面不断
下工夫，恪守标准，保证质量。无论制造业的“刀具
大王”，还是服务业的“一抓准”，其精湛的技艺与优
良的产品都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工匠们的主动行为。

工匠精神的不朽版是个体审美需求。这里的审美
不是一般意义的视觉审美，而是指工匠们极致地追求人
与器物的对话，人通过器物形状性状的改变传递文化承
载，器物因人的作用有了生命的韵律。到了这个层面，
工匠精神看上去会显得高冷而孤独，可当你触摸到工匠
的作品时，工匠精神又是那样的热烈、鲜活、唯美。

不是说我们遭遇到了暂时的经济下行，遭遇到了
国人去海外淘电饭煲、马桶盖，我们才又想起来工匠
精神，而是我们从来都不能轻视工匠精神。工匠精神
可以夯实一个国家的生产品质，工匠精神也能锤炼一
国之民的责任素养。富强发达的中国，一定与中国人
生产生活的精致性分不开。工匠精神是通向精致生活
的重要途径。即使有再多的 “阿尔法狗”也离不开工
匠，更离不开工匠精神。

■ 朱 煦

“阿尔法狗”时代
也离不开工匠精神

人生过半，慢慢知道——沉静、专注是俯拾世人
所说的成功和内心安静的最简便的途径。

记得女儿在3岁不到的时候，一次被小区里不平的
地砖绊倒。她问：妈妈，铺砖的人为何不把地铺平
呢？ 我告诉她：一个不认真专注于工作的人，哪怕就
是铺路也做不到最棒。一个人，无论做什么都应该全
然认真，别人才会尊重你，要不然连个小孩都会生气
并鄙视你，对吗？显而易见的暗示和所谓的教育，是
希望她成为一个可以具备专注能力的人。

去年 6 月，我和女儿去台湾旅行。在垦丁的小店
里，一个艺术家在石头上作画。每一块普通的一般人
看都不愿看一眼的路边石头，被他一笔笔刻画后，似
乎拥有了生命，传递出迷人的魅力。

我和女儿一起挑了一块猫头鹰买下来。随后我也
成为一个几近疯狂的捡石头、画石头的人。每天在街
边低头捡石头，回家后一块块画，开始画出的石头全
无美感，但一有空我就坐在地毯上，不断尝试各种颜
料和各种画法。对于一个没有学过画画、全无技巧可
言的人来说，很多想要的效果没法表现，只能通过一
次次失败重新再来。每块画完的石头，都叫女儿来
看。渐渐地，我从女儿眼中看到了喜欢和欣赏。

大家所说的匠人，我认为是那些能通过他做出的
物品传递灵魂和感动的人。这种传递，必须注入灵魂
深处的专注。

我一直告诉女儿：一个人只要能专注，哪怕做一个茶
杯，就能够赋予它生命。一个专注的匠人留下的作品常常
可以传世。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慢慢发现其实太多的人和
时间都被荒废了。人云亦云、没有深度思考、人生毫无计
划、懒得学习、坐等指示……已经成为工作和生活的惯
性。从大人到孩子，内心深处全无安静的片刻，常常是人
生过半猛然回头，发现自己不曾专注一事，不曾忘我过一
刻，哪怕是为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爱好。

我有一位朋友，专注于雕刻——从橄榄核到玉
石。他每天下班回家不看电视不打麻将，日复一日，
雕刻的玉器已经值得收藏了。作为外企的高管，他的
工作也是无比出色，是我见过的最专业的人。他曾经
告诉我：“一个人不怕他爱玩，只要他专注一事，一旦
玩出了名堂，万事通达。他自然会领悟成功的方
法。” 其实，当你专注一事后，你会发现时间不见
了，辛苦不见了，全然的喜悦围绕着你，一种神秘的
力量会帮助你，达成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可以到达的
高度。想想看，所谓的成功不就是能拥有一天天平静
的喜悦和心有所驻吗？ 当你全然专注的时候，愉悦是
生命给予你的最高奖赏。

■ 费 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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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这
句话在成都某茶餐厅厨师长李利看来
恰恰说明了烹饪对技艺方面的高要
求。

针对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里提
到的“工匠精神”，李师傅认为，工
匠精神就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
细琢的精神理念，而烹饪最少不了这
种环节，他所擅长的川菜菜系更是博
大精深，需要精益求精。

“‘工匠精神’本应该是各行各
业的从业者们都要具备的精神，现在
之所以还要强调，就说明了这种精神
有所缺失。”李师傅说，从烹饪这个
领域来讲，现在一些厨师对菜品都不
再精雕细琢、花心思去改良研究，只
是一味地想着如何将自己的名声打
响，整天到处参加比赛、评奖，很少
在厨房里亲自动手，更不要说研究创
新菜式。甚至，为了一点点回扣，不

惜牺牲菜品质量。
“所以我对自己的团队成员都要

求比较严格，一定要他们从基本功练
起，因为许多细节看似微小，却对菜品
的色、香、味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李师
傅告诉记者，他在这家茶餐厅当厨师
长前，曾经做过好几年负责切菜的小
工。“肉丝、萝卜丝、葱丝、辣椒丝，这些
配料的处理都很考验刀工，切得不好
就可能变成块儿状，所以练起来也很
辛苦。但是如果不把这些细节做好，
又怎么能做更难的活儿呢？”

如今，即便李师傅当上了厨师长，

他也会定期自己来做“切丝儿”、雕
花、摆盘的工作。除此之外，其他一
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李师傅同样很
重视。

“ 比 如 制 作 泡 椒 味 菜 品 使 用 泡
姜、泡菜时，我们都自己亲自选料、
晒制，并保证泡制时间。否则它们很
可能不够入味，做海鲜可能更会带来
腥味大的问题。还有像经典川菜陈皮
瘦肉汤，要想做出好味道，除了陈皮
好还需要新鲜龙骨来熬制 5-6 小时的
汤底，但现在有些餐馆就直接用香料
加淀粉勾兑来糊弄顾客。”

“工匠精神不仅需要严谨，也需
要推陈出新。这在现在的‘新派’川
菜中就有很多体现。”说话间，李师
傅就完成了一道改良版的“宫保鸡
丁”：鸡块鲜嫩，入口微酸，带着浓
重的葱姜蒜味，咬起来又逐渐变甜，
最后留些糊辣的余香；而菜里原先的
配料花生米则用腰果替代，这不仅因
为营养价值高，同时在口感上也更松
脆。另外，在摆盘方面，李师傅用了
一个带着倾斜状瓷碗的盘子，一半宫
保鸡丁在碗里，另一半在碗外，看起
来就像“宫保鸡丁”从碗里倾撒出来
一样，富有动态效果，受人关注也更
让人有食欲。

“中华美食如此丰富并且享誉世
界，不就靠的是突出的品质吗？如果
都粗制滥造了，哪里还有回头客呢？

‘工匠精神’真的不可少啊。”李师傅
总结道。

■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厨 师 烹小鲜 大智慧

马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手工艺之
一。在新疆伊犁这个多民族的地区，
多少年来，无数匠人在昏暗的小作坊
内将一生的心血付诸马鞍上，库得勒
克·乌力旦就是其中之一。

在位于伊宁市都来提巴格街道办
事处前进大街库得勒克的马鞍作坊，
推开低矮的土坯房蓝色木门，屋内的
一切尽收眼底：四壁的墙上挂满皮子
和工具，简易的桌子、地面上放着未完
工的马鞍与裁剪了一半的皮样，老式
黑铁炉旁是正在低头做马鞍的手工艺
人库得勒克·乌力旦。

库得勒克的家族从事这门手艺已
60 年，他的父亲曾是伊宁市最有名的
马鞍师傅。25 年前，20 岁的库得勒克
与哥哥从父亲手中学习并继承了制作
马鞍的手艺。随着父亲与哥哥先后离
世，目前家族中只有他一人还在从事
这门手艺。库得勒克制作的马鞍不仅
在伊宁市响当当，还远销到中亚五国。

据库得勒克介绍，马鞍制作工艺
程序多，要求高，它由鞍架、皮具构成，
采用雕刻、镶嵌等工序制成。现在有
了现成的模具，节省了制作时间。即
使这样，一件上好的马鞍从包皮、打肌
浆、钉钉子、到镶花、上色等工序，制作

完成也需两天时间。普通的马鞍则虽
一天可制造五六个，但每一个木质马
鞍所需的150多个各类铁、铜钉却是一
个不少，每一个钉子都需要手工一个
一个按部位钉到马鞍上。做好后的马
鞍，有色彩斑谰的绘画、各种镶嵌饰

品、精巧的编带……各具风姿又浑然
一体，就如一件精美的手工艺品。

这些年来，库得勒克已带出了6个
徒弟，现只有小徒弟凯撒尔·阿依扎提
与他在一起，其余的徒弟多年前都已
自立门户。凯撒尔是库得勒克最小的

徒弟，31岁，学习制作马鞍 9年，3年前
才出师。因为喜欢马鞍制作自由的工
作方式，凯撒尔每天按时在师傅这儿
制作马鞍，并将自己的绘画、设计特长
运用到马鞍制作中，深得库得勒克的
喜欢。“至少他从没放弃过自己的手
艺。”库得勒克这样评价心爱的徒弟。

库得勒克认为，制作马鞍虽寂寞，
但毕意是一门手艺，还能很好地养家
糊口。时光荏苒，在库得勒克看来的
优点，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有多少人感
兴趣。库得勒克有些遗憾：“虽然马鞍
的生意一直不错，近几年却没再收到
徒弟。毕竟做一个手艺人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颗能沉下来的心。现在的年轻
人，能耐得住这种单调寂寞的人太少
了。”库得勒克有 3个孩子，他希望供 3
个孩子好好读书，以后都能有份好工
作，并不打算让他们学习这门手艺，因
为”太辛苦、枯燥，不够体面”。

“制作马鞍这门古老技艺，无论学
习还是制作的漫长过程都需要一份执
着与喜爱。现在做马鞍的人越来越
少，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学这
门手艺就更稀奇了。以后师傅的手艺
我要继续下去，将这门古老的手艺发
扬光大。”凯撒尔说。

■ 徐 励 文/图

马 鞍 匠 大师傅 六徒弟

“他可是公司里的老专家了。”说
起工程师张工（化名），北京贝格尼木
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姜福君赞不绝
口：“作为木材加工行业老一批的工程
师，张工见证和经历了这个行业 40 余
年来从半机械化到全自动化生产的发
展历程。”如今，年近 60 的张工已经成
为这家公司高端户内门、橱柜、中式家
具等产品设计和生产的管理者。近
日，本报记者在这家公司位于北京市
豆各庄乡的办公地点见到了他。

“在木材加工行业有一句行话，
‘只要人存在，就需要木材加工。’”说
起当初从事这个行业的原因，张工说
主要是因为木工传承年代久，另外也
是为了糊口，“17 岁的时候，国家实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有一条叫‘老
大走，老二留’，我在家里排行老二，留
在了北京。为了养活家里，就到木材
加工厂里当学徒工。”

上世纪 70 年代，中国开始兴起人
造板制造加工，工艺采用仿制前苏联
的半自动化加工生产线。“以前木匠
锯、刨木材都靠人工，我学的时候就用

电动机了。”张工说。
学成后，张工被分配到上海人造

木机械厂工作，这家工厂拥有当时我
国第一条纤维板（现在叫中密度板）生
产线。“那时候厂里有技术员，我就想，
我啥时能当技术员呢？”只有初中学历
的张工把业余时间都花到了学习上。
每天下了班、吃完饭，张工总是到夜校
上课，“交2块钱学一个学期（半年），我
是机械、数理化都学，一学就是6年。”

苦学终能派上用场。一次，厂里
压板的热压机出了故障。“当时的热压
设备地下深度有3米多，排的水有六七
十摄氏度，工人穿着皮裤下去修一次
要三四个小时，而且很危险，每次都像
进臭水沟一样。”张工经过研究，用一
种钢和橡胶结合的管替换原来的钢制

管，并更新了结构，经过改造，热压机
故障少多了。就这样，他成了工人们
眼里的技术能手。

80年代初，他考入电视大学，学习
人造板制裁技术等，毕业后成了真正
的技术员，并在一年后因技术革新被
破格提拔为工程师。

当了工程师，经常在日本、德国、
意大利等地做技术引进工作的张工坦
言压力更大了。“那时候日本的制裁生
产线已经用可编程序控制器了，咱们
一个车间年产 3 万立方米，人家是 10
万立方米；德国的木窗生产线已经实
现全自动化，咱们要60个工人做的事，
人家只要5个人。”张工说，给他印象最
深的是一个大型体育场的房梁，竟然
是用40米跨度的集成木指接成的。为

了对这些先进设备进行更好的吸收，
张工和他的同事做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很多成果后来申报了专利。

近年来，加入贝格尼木业的张工
转型做门窗、家具等的研发设计工作，
公司有了全自动加工中心，产品也实
现了规模化生产、意大利风格设计和
绿色环保材料运用。“比如我们近年来
设计的木窗系列，就融合了德国集成
材方面的技术，不仅起到装饰作用，还
节能环保。”用他的话说，这都是吸收
国外技术再创新的成果。

“今年全国两会提倡工匠精神，注
重发展实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我举
双手赞成。”说起木材加工行业的未
来，张工欣喜中也透着忧虑，“但是现
在技术含量不高、粗制滥造的小作坊、
小企业很多，这其实是一种技术倒
退。希望国家加强相关审批管理。另
外，应对技术创新给予足够重视和扶
持，同时在社会上营造‘技术强国’的
氛围，让更多年轻人喜欢学技术、做研
发，并愿意脚踏实地地做实业，这才是
我们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根本。”

■ 本报记者 彭训文

木 业 工 程 师 大能人 样样通

▲ 女儿绘制的石头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