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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
强总理发出号召——“培育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恰似一个“引爆点”，

“工匠精神”不仅成为生产企业、科
技领域、创意领域的热议话题，也成
为文化艺术领域的话题，更有人提倡

“工匠精神”应该成为时代的精神和
气质。

在图书市场上，一批以工匠精神
为主题的书籍，正在引领新的阅读热
潮，尤其受到制造业企业家和创新创
业群体的欢迎。

为工匠精神正名

马修·克劳福德的《摩托车修理店未来工作哲学：让
工匠精神回归》，曾先后荣获 《纽约时报》 年度畅销书、

《名利场》 年度十佳作品、《旧金山纪事报》 年度畅销书
……2014年5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该书。

这是一部为工匠精神正名，探讨机械化生产时代重
拾工匠精神的作品，作者“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摩托车
修理工”这一身份，无疑改变了人们对手艺人、技术工
人、工匠只需动手而无需认知能力的传统观念。

作者推崇的“工匠精神”，颠覆了鄙视体力劳动者的
传统教育价值观，重新思考人类生活与工作的意义。“双
轨教育机制反映了流水线将体力劳动的认知因素与动手
因素分离开来，使我们现在有了白领 （脑力劳动） 和蓝
领 （体力劳动） 的区分。根据这种分
类，所有蓝领工作都无需用脑；其
次，白领工作始终被认为是一种脑力
劳动”，甚至“将手工艺视为‘低下
的’行业”。“而证据表明，资本主义
领域正把以前用来对付工厂工作的方
式，拿来对付现在的办公室工作：将
其中的认知元素抽光。矛盾的是，教
育者若想把学生带向充满认知的工
作，好的做法或许就是回到手工艺，
将其建立在更扎实地了解这些工作到
底是什么的基础上。好的民主教育既
不势利，也不追求平等主义。相反，
它让普通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一切都有
自己的一席之地。”

将双手和大脑联系在一起

去年7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了理查德·桑内特的《匠人》。该书受
到《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东方
早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

《人民日报》《深圳特区报》 联合推

荐，被认为是“一部叙事宏阔、视角独特的社会学、文
化史作品”。

从古罗马的制砖工人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金匠，从巴
黎的印刷社到伦敦的工厂，都成为作者探讨“匠人”的
对象。作者把身体劳动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质疑当今
公认的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理查德·桑内特认为，历史
在实践和理论、技艺和表达、匠人与艺术家、制造者与
使用者之间划下了一道错误的界线，现代社会仍然没有
摆脱这种历史遗存的折磨。但从前那些匠人的生活和匠
艺揭示了一些使用工具、安排工作和思考材料的方法，
为我们如何利用技能来指导生活提供了各种可行的方案。

理查德·桑内特认为，“匠人”具有一种基本的人性
冲动，纯粹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好好工作的欲望。“优秀的
匠人”，“明白草案的重要性”“重视偶然性和约束的价
值”“需要避免钻牛角尖，别试图完美地、孤立地去解决

问题”“会避免那种沦落为自我炫耀的完美主义”……
“只要拥有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愿望，我

们每个人都是匠人。无法将双手和大脑联系起来，无法
承认和鼓励人们内心有从事匠艺活动的欲望，是西方文
明根深蒂固的缺陷。”其实，轻忽“匠艺”“匠人”，也普
遍存在于其他文明中，比如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就有对

“劳力者”的价值重视不够的问题。

真诚精神战胜一切

真正的工匠精神，除了精湛手艺，更要有一颗真诚
的心。在当下，商业社会功利心态盛行，很多人失去了
对工作的敬畏心、荣耀心与喜悦心，失去了对工作最本
真、最初衷、最原始的热情与热爱，而以功利心、浮躁
心、投机心追求一种简单、粗糙、肤浅的满足，追求一

时的浮华，视工作为获得金钱、名
声、权利的工具。

《我是匠人》（东方出版社、人
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的
作者郑又铉 （韩国），1974 年开始
经 营 东 大 门 市 场 的 纤 维 批 发 公 司

“天一商社”，后又创立“Mr.Piz-
za”，正式投身于餐饮行业。郑又
铉说：“世界上最棒的味道，用心
而又真诚的服务，像自己家一样舒
适和洁净的就餐氛围，这是我经营
Mr.Pizza 的三大原则，同时也是 Mr.

Pizza 存在的意义。我将永远遵循这三大原则。”从 1990
年到 2008 年，“Mr.Pizza”登上了韩国国内比萨行业第一
位的位置。目前在韩国国内有 400 多家分店，在中国、美
国、越南等国家有 27 家分店，同时还经营意大利自助式
连锁餐厅“Jessica Kitchen”和手工松饼咖啡店“Manof-
fin”。Mr.Pizza 强调“正直和真诚”的透明经营、创新以及
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广大顾客的认可。

《我是匠人》记述了郑又铉的创业历程，全书贯穿了
郑又铉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了“真诚战胜一
切”的信念，郑又铉宣告“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匠人。我
非常喜欢‘匠人’这个词，在我看来，‘匠人’就像是荣
誉勋章。匠人有匠人的风范，最终应达到其领域‘达
人’的境界。我至今还不具备达人的境界，只能算是一
个匠人。”

工匠精神核心是创新

亚克力·福奇的《工匠精神》（浙江
人民出版社出版），从美国第一位工匠
富兰克林开始，回顾了“工匠精神”在
美国从萌芽状态走向爱迪生时代的高
峰，随着工业的发展陷入低谷，而最终
凭借新一代工匠得到了复兴的历史。

“百年来，工匠精神如同一台不知休止
的发动机，引领着美国成为‘创新者的
国度’。它塑造着这个国度，成为其生
生不息的重要源泉。”

只要有好点子并努力去实现，都
可以成为勇于创新的“工匠”。工匠不
单指传统意义上的手艺人，也包括了
使用现成技术工具、利用创新精神解
决问题的发现者和发明家。

作者认为，工匠精神的核心和实
质是创新——工匠精神是创新的基
础，创新是工匠精神的升华；工匠精
神推动着创新的发展，创新精神又引
领着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一种
缔造伟大传奇的重要力量。

从书中体味 工 匠 精 神
杜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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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每每看到别人读书那副
津津有味之态，总会心生羡慕。可
每每装模作样地捧起书本，指望啃
进点知识时，可任由思想准备多么

“充分”，书籍总会不知不觉地扮演
了催眠工具，文字总是一如既往地
塞不进脑海。在网上搜罗了海量

“经验性”文章，其中不乏名家大师
们的读书心得，但读书兴趣愣是不
见长近。

转机是要做一个活动，主题涉
及“张之洞督鄂”期间的一些重要
事项。以前对张之洞虽然有所了
解，但太过肤浅。于是，我从网上
买来唐浩明的《张之洞》。或许是迫
于活动时间压力，这书总算很快给
啃下来了。但啃完这3大本后，又觉
得小说未必能真正反映张之洞全
貌，尤其是督鄂的细节和社会背
景，于是又找来冯天瑜、何晓民合
著的《张之洞评传》。

随着张之洞人物形象的逐渐丰
满，我越来越觉得还有必要深入了
解。因为张之洞督鄂不仅关乎当年
武汉工业的迅速崛起，也关乎近代
中国民族工业的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陈秋芳著的 《长河落日：张之
洞与武汉》 和张实著的 《苍凉的背
影：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 也走
进了我的阅读视野。

正是在这些书的一步步引导下，我基本弄清当年张
之洞为什么会从广州来到武汉，他大办钢厂为什么会选
址没有铁矿石和不产煤的武汉，汉阳铁厂从头到尾到底
花了多少钱？汉阳铁厂由盛至衰，再由衰回旺，为什么
手执奖惩大权的张之洞面对国内需求甚旺的钢材，却无
法让汉阳铁厂开足生产马力，而一度不为张之洞所待见
的盛宣怀却可以令汉阳铁厂起死回生……当一个个结论
顺利浮出“书”面，一个个新问题总会自然地在脑海中
陡然涌现，而我的阅读书籍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广。

正是这样带着问题阅读，这些年，我不再拘泥于张
之洞以及关乎本土的那些书籍，阅读范围逐渐拓展到历
史、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连过去觉得枯燥得无法

“卒读”的社科书籍，也会经常摆上我的案头。虽然看起
来知识跨度有点大，书籍有点杂，但因为有问题牵引，
一方面阅读时不至感觉漫无目的，另一方面也会在寻找
答案中增强阅读的收获感。

记得从书中陡然了解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时，立马深深折服。为了进一步从相关学科中解读这一
理论，我先后阅读了多本中外经济、历史、文化著作，
甚至还翻阅了《第三种黑猩猩》《经济学大师们》等看起
来直接关联不太大的书籍。虽然最终认识不可能似学者
那般透彻，但基本掌握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体脉络，看
到了经济学对社会文化的适应与改造，更加清晰地认识
到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间的交融与隔阂所在。

电视剧 《士兵突击》 中的许三多说过，生活就是一
个问题摞着另一个问题，阅读其实也是这样。阅读一方
面增长了知识见解，解开了悬在心头的疑团，另一方面
又会形成新的疑问。而问题的解读过程，往往就是一个
读书人的愉快阅读旅程。不知不觉中，我居然也成为读
书津津有味的那种人，不但常常挑灯夜读，彻夜难眠，
有时还会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欲解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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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我们村的农家书屋管理员到现在，一直面
临这样的问题：书屋门开着，但光顾的读者不多。
我在书屋门外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一日复一日，
没有人因要看书而拨通我的电话。

面对农家书屋这一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也纳
闷：为何农家书屋吸引不了读者呢？难道 1000多村
民空闲时都以其他方式消耗时间？

假期时，我看到几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少男少女
正着迷地玩手机。虽然在玩不同的游戏，但他们回
答我的问题却大同小异：在学校，功课已经把我们
累坏了，难得出来放松一下，谁还乐意去农家书屋
里玩啊？农家书屋除了书又没有其他休闲设备。再
说，我们在学校学的知识面并不比农家书屋少哦。

我感觉他们言之有理。目前，农家书屋除了书
还是书，很难吸引读者光临。随着电脑网络发展，
要了解知识、新闻、文艺节目等方面的资讯，人们
只要在电脑前操作就一目了然。如果有这种硬件，

很多对新生事物感兴趣
的村民，或者会到农家
书屋学习电脑，顺便被
书籍吸引吧？

如何把农家书屋转
化为让人们流连忘返的
知识源头呢？我建议：
一、县、乡相关单位拨

给农家书屋活动经费，让村农家书屋每年开展几次
与读书相关的活动，如知识竞赛、学有所用演讲、
绘画、写作、摄影等，并给予现金或日用品奖励，
让每个读者多几次机会与农家书屋亲密接触；二、
增加农家书屋的设备，如电脑、电视、饮水机、茶
具等，使之变成轻松的休闲乐园，让读者在农家书
屋里一边读书看报，一边可以上网、欣赏自己喜欢
的节目，这样，读者坐
在农家书屋里几个小时
也不会觉得无聊，农家
书屋的读者才会越来越
多；三、提高农家书屋
管理员的素质和待遇，
让农家书屋管理员在经
济浪潮中感觉自己所花
的管理时间既有社会价
值也有经济价值。

增强农家书屋吸引力
何 彬

读者之声

湖南作家残雪创作 30 年，从未
在国内获得过任何文学大奖，直到
去年 5 月，残雪迎来了“丰收”，获
得美国纽斯达克文学奖提名、美国
最佳图书翻译奖提名、英国伦敦独
立外国小说奖提名。《黑暗地母的礼
物》（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是残雪
在国际获奖之后的首部重量级长篇
小说。“黑暗地母的礼物”，是对故
乡的深层隐喻。

故 事 发 生 在 偏 僻 的 五 里 渠 小
学，通过独特对话泄露人物深层个性和人性矛盾，
使读者返璞归真，走进深层阅读与极致思考。作者
的野心是从一片普通树叶的构造，感受出整个宇宙
的图型；通过对各种民间琐事的叙述，将长久以来
被人为割裂的世界重新化为一个整体，使各色小人
物成为这个整体的中心。

作品中，残雪怪异与荒诞的文风依旧一如既往
地穿插在字里行间，只不过情节要暖心许多，给人
一种拨开云雾之感。煤永老师与女儿小蔓的家庭过
往，谢密密一家特别的经历身世，煤永老师与张丹
织女士微妙的情感纠葛，古平老师与前妻之间说不

清道不明的难断关系，张丹织女士
前男友连小火的偶然出现……每个
人物的出现似乎都有特别的意义，
看似毫不关联的故事情节却暗中埋
藏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每个人物之
间似乎是隔断的，但又在各个视角
的叙述中暗暗串联在一起，可谓巧
妙。

残雪以全知角度，为每个人物
都写了一段故事。这些人就像无家
可归者，尽管事实上他们存在，但
因为没有情感归宿，所以仿佛根本
就没有在这个星球上落脚。他们每
个人都遍体鳞伤，担心被刺痛，想
尽各种办法改变这种忧郁的情况，
可最多只能是遗忘和自欺，没有建
立起真正的勇气。我读到了一个

“痛”字，内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
涌。

《黑暗地母的礼物》 节奏明快，
作者原有的滞涩风格有所改善。残
雪自幼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有一
些特别的生活习惯，再加上阅读过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卡夫卡的一些作
品，奠定了她的文学基调。从她的

作品中读到完整性的故事情节是妄想，因为残雪要
写的不是故事，而是人性，荒谬怪诞的情节背后是
人性的狂欢，她以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覆盖了内容
的完整性。

在这个文学风格多变，各类良莠不齐的小说风
靡大众视线的时代，《黑暗地母的礼物》 就是一朵
花，扎根在日常生活这片物质的大地上，生发出有
形的精神，从而达到精神和物质相交融的境界。所
以残雪毫不避讳地说，这是她最炉火纯青也是诡异
与荒诞的一部长篇，是探索曲折幽微心灵宇宙的一
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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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年轻时的残雪年轻时的残雪

读丘宏义写的《中国物理
学之父吴大猷》（新疆人民出版
社出版），对吴大猷有了更深的
认识。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
他在原子物理、分子物理、核物
理、相对论等多个领域成绩卓
著，而是学问之外，他是一个
切切实实的性情中人。

1928 年冬，吴大猷与阮冠
世在南开大学坠入爱河。阮冠
世千好万好，唯独身体欠好，是
个病秧子。当时，亲朋好友都
劝吴大猷三思而行，连阮冠世
自己也怕拖累吴大猷而含泪提
出分手，可吴大猷一再表示：

“生活里如果没有你，我就不会
幸福！”相恋8年之后，吴大猷要
与阮冠世结婚，亲友还在反对，
吴大猷说：“她正处在最需要关
照的境地，无论如何我都不能
抛弃她；而结婚，是我今生能
够照顾她的惟一方式。”

西南联大时期，吴大猷的
生活很是清苦。从家里到学
校，每天往返 20 里路。早上有
课时，他便提着菜篮和一把秤
去学校。上完课后，再去集市
买菜。一天，好不容易买了两

条鲫鱼，拿回来放在小院子的水缸前。回房里不过几
秒钟，出来时已少了一条。原来，一只乌鸦衔着鱼飞上
房顶了。学生安慰他：“能被乌鸦衔上房顶的鱼，也大
不到哪里去，就别上心了。”吴大猷惋惜地说：“正因为
鱼不大，两条丢了一条，很惨啊！”

吴大猷引导杨振宁进入了对称原理与群论这个领
域；李政道师从吴大猷 1 年零 2 个月，也获益颇多。
1957 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提出的“宇称不守
恒”理论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后，两人不约而
同向吴大猷表达感激之情。当世人把美誉加在吴大猷
身上时，他平静地说：“李、杨成就卓然，国人常提及二
人为我学生，实则我不过适逢其会，在那时那地遇上他
们而已。譬如两粒钻石，不管放在哪里，终还是钻石。”

学者赖树明曾陪吴大猷到台北一所大学演讲。校
长室是在一栋日本式建筑的二楼，必须走木梯上去。
吴大猷见状，十分生气，当着教务长的面说：“我是客
人，校长是主人，礼貌上校长应当下楼接待客人，哪有
客人主动上去见主人的？况且我年纪大了，要我爬这
么高的楼梯，实在说不过去！”教务长连忙去通知校
长。见面时，校长拱手作揖向吴大猷赔不是，他照样不
给面子：“你当校长就有如此之大的架子，若当了大官
不就是一个大官僚了！”被这么一说，对方尴尬不已。

吴大猷出版了《科学与科学发展》一书后，台湾
新闻局颁给他一纸奖状和一座金鼎奖。当奖状和奖杯
送来时，吴大猷拿着，提起毛笔将奖状上面的“吴大猷
君”的“君”字圈了起来，并在旁边附注——“连称个‘先
生’都不懂！”这还不解气，他又把“以资鼓励”改成“以
资侮辱”。旁人不解，他说：“若没有能力评审我的著
作，又有什么资格来颁奖给我？”更出人意料的是，他竟
把金鼎奖座当作小锤子，用来砸核桃。

这就是吴大猷，一个忠于内心、乐观豁达、淡泊名
利、敢怒敢言、嫉恶如仇的人。如果说他的学识、理论
与成就，令人敬佩，那么，他的性情，同样令人激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