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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以促进当前我国非遗的保护和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方法 以文献考据的方式，详细论

述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关于工匠和工匠精神的解读，从古代“工”或“匠”到现代“大师”的演变，以及数千

年来我国工艺文化传统所凝结成的大匠气度和大师境界，即将技艺臻于极致，将作品琢至完美的“工于

技艺，匠心独运”的当代工匠精神。结论 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须从政府加强指导、社会全力推崇、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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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 of Craftsman of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rafts 

CHEN Ri-hong1,2 
(1.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2.Hubei Institute of Fine Arts,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how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craftsman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esent state to 

vigorously prote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raft? In the way of lit-

erature textual research, it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in different periods on the spirit of the artisans and 

craftsmen, from the ancient "workman" or "craftsman" to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master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of 

China's cultural tradition process condensed to master and master the art realm of toleranc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spirit of the craftsman and the master of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have formed the spirit of the 

contemporary craftsman. In order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craftsman spirit, we must form a resultant forc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ociety and cherishing reput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traditional craf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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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的传统工艺事业经

历过几次起落。1950 年代初，国家便着手对手工业展

开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全国各地先后对德艺双馨的手

工艺人授予“老艺人”称号。1957 年 7 月中央政府在北

京召开“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由此我国传统

工艺事业迎来兴盛期。后因种种原因，至 1960 年代中

期传统工艺发展处于停顿状态。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

到 80 年代，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的

传统工艺事业再次进入黄金时期。此后，因市场经济

的发展，对时间效率和经济效益的追逐，靠“慢工出细

活”的传统工艺因生态环境的改变而走向衰落。 

1997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

条例》，秉承“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旨在“保护

传统工艺美术，促进传统工艺美术事业的繁荣与发

展”，并规定对“成就卓越、技艺精湛，且长期从事传

统工艺美术制作的人员可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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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至此，我国手工艺始有复兴迹象，至今已 20 年。

2005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由此拉开我国大规

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动的序幕。在各类非遗项目

中占据一定比例、为民众造物制器创造物质文化生活

的传统手工艺亦在保护之列。经过 10 余年坚持不懈

的努力，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向深入发展，倡导传统工

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全面

复兴手工艺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亦将逐步实

施。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3

月，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文化部等部门<中国

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国办发〔2017〕25 号）

中，对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提出了具体要

求。在我国振兴传统工艺并使之全面复兴之际，来自

传统手工艺领域的“工匠精神”屡屡被各方面、各行业

所提及。何谓“工匠”，“工匠精神”是什么，新时期如

何在手工艺领域弘扬工匠精神，在新的语境下，这些

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1  中国传统工艺文化中关于“工匠”的解读 

中国传统工艺文化源远流长，不同历史时期，“工

匠”的社会地位亦有所不同。所谓“工匠”，即百工匠

人，手持技艺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匠，

木工也。从匚从斤。斤，所以作器也[1]。”清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曰：“匠，工者，巧饬也。百工皆称

工称匠，独举木工者，其字从斤也。以木工之偶，引

申为凡工之僻也[2]。” “工匠”一词始见于先秦史籍《逸

周书·文传解》：“山以遂其材，工匠以为其器 [3]。”

由是观之，凡世间造物制器之事皆由工匠所为。 

在我国绵延数千年的农耕社会中，无数不知其名

的工匠以其灵巧的双手和精湛的技艺，为人们创造了

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正所谓“大匠无名”。不过数千

年来，人们对工匠的认知和态度也一直是在变化的，

工匠的社会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亦有所不同。在夏

商远古时期，人们对匠人充满崇敬之意，其地位甚高。

如《周礼·考工记》云：“夏后氏上匠[4]”。故，所谓“上

匠”，即为尊尚工匠之意。《夏书·胤征》中亦有“工执

艺事以谏”之说，一介匠人能凭其手艺劝谏夏王，说

明其地位之高。2000 多年前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则将

工匠称为“大匠”，匠之大者，是为尊崇之意。老子曰：

“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5]。”孟子亦云：“大

匠诲人，必以规矩”“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6]。”其后，

人们更以“圣人”之号赋予将事情做到极致的百工匠

人。如《考工记》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

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作也[4]。”《抱朴子·辨

问篇》亦云：“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便谓

之‘圣’。……善刻削之尤巧者，则谓之‘木圣’，故张

衡、马钧于今有木圣之名焉。……圣者，人事之极号

也[7]。”不过，随着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社会文化中

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一贯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

力者治于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等重士轻工的思想，使以“劳力”谋生、以技艺示人的

工匠地位逐渐下降，甚至沦落为社会底层。即使再好

的技艺，也只能被当作不入眼的“方技”和“小术”，而

倍受轻视与冷落。 

近半个多世纪来，除了在乡村还有“木匠”、“篾

匠”、“漆匠”和“雕花匠”等九佬十八匠的民间称谓之

外，“工匠”一词早已脱离官方语汇，取而代之的是

“艺”，将“匠人”称之为“艺人”。如 20 世纪 50 年代中

期，政府部门对技艺精湛、资历深厚的手工艺从业者

授予“老艺人”称号；1957 年，“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

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又如，始于 1979 年的“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政府对技艺精深、德艺双馨

的老艺人授予“大师”称号，其级别国家级和省级之

分。总之，人们对工匠的称呼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

俱进。 

2  “工于技，匠于心”的工匠精神 

在大机械生产尚未出现的前工业时代，工匠的双

手主宰了世间造物制器的全部，人们在衣、食、住、

行、用中所需的各种日常器具无不皆出于此。在相对

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村落中，“无匠不成村”成

为必然的结果。人们亦以“九佬十八匠”来涵盖与之息

息相关的造物制器的各色手艺人。源远流长、博大深

沉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与之如影随形的匠作文明和工

匠文化，从数千年前一直绵延至今。 

“工匠”，既是人们对手持技艺者的称呼，亦是对

技艺内涵的诠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工，

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即“工”有精巧、规矩之意；

“匠”亦被赋予工巧、细致等内涵。由此，工整细致、

精巧美妙，成为对“工匠”内涵的最好诠释。这需要一

个从艺者一辈子的用心付出，需要一门手艺数代、数

十代的传承凝结。一个“匠”字，包含了人们对造物制

器者的诸多崇敬，也因为“匠”字所蕴含的精、巧之意，

而被人们以“匠心独运”和“匠心独具”来形容艺术家

的奇妙构思。然而也因“匠”所表现出来的极度严谨与

工致，致使崇尚“每笔皆异”的艺术家们对“匠气”一词

唯恐避之不及。如清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曰：“徵

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8]。”

清沈复《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亦云：“若留枝盘如宝

塔、扎枝曲如蚯蚓者，便成匠气矣[9]。”由此观之，“匠

气”成为过于严谨工致、缺乏艺术创新的代名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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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不愿与之沾边。 

与之相反，这种“匠气”正是手艺人所苦苦追求

的。工匠们一辈子从事一门手艺，全身心地投入，不

管制器几何，都做到每一道工序不走样，将每一件器

物做到极致。他们所追求的这种精益求精、臻于极致

的造物态度，正是几千年来我国工艺文化所孕育的工

匠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传递，为

人们创造了实用美观、方便快捷、丰富多彩的物质生

活，也不断地引导着人们审美观念的提升。相较于名

垂后世的艺术家，工匠们一直都是默默无闻，极少署

名，人们难以知道博物中那些串联着历史的、精妙绝

美的传世文物的作者是谁。直至近世，国家才对那些

技艺精湛、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给予至高荣誉。从 1950

年代的“老艺人”，到 1970 年代末以降的“工艺美术大

师”。自 1979—2012 年，我国先后评选六届“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共有 430 位工艺美术领域的大匠被授

予该项殊荣，获得国家的最高肯定。 

从 2000 多年前先秦时期思想家老子和孟子所称

的“大匠”，到现在被国家给予肯定的“大师”，其所指

主体一直未变（即指技艺高明的手艺人），但从其称

呼的演变可以窥见社会评价的变化，既使工匠技艺再

高深，亦不愿以“匠”示人，不愿被视为“形而下者”的

“劳力”制器之人。人们强调技艺的传承与保护，重视

社会的肯定与褒扬，但对工匠精神的探讨与关注似乎

并不多。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工匠”一词似乎已

被国人逐渐淡忘。直至“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

语句出现在 2016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工匠”

和“工匠精神”才又重新被人们拾起。由此，诞生于传

统手工艺行业、强调工巧细致、凡事追求极致的工匠

精神，被转借至制造业领域而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 

 在制造业日益发达的后工业时代，“工于技艺，

匠心独运”，以大匠气度和大师境界，将技艺臻于极

致、将作品琢至完美，即是对传统“工匠精神”的当代

诠释。 

3  振兴传统工艺须弘扬工匠精神 

工艺美术是传统工艺文化的当代表现，工艺器物

则是传统文化的物化载体。工艺所传承的不仅是传统

文化，更是工匠精神。技艺的传承主体是人，技附人

手，艺随人走。诞生并根植于农耕文明的匠作技艺，

在后工业化时代经常陷于人亡艺绝的尴尬境地。在国

家大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倡导“中国传统工艺振

兴计划”的语境下，重提工匠精神，探讨传统工匠精

神的当代传承，不仅有助于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有效保护和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更有助于彰

显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在价值多元、社会风气日益心浮气躁的当下，追

求“短、平、快”成为众多人的“共识”。在如此语境下，

重提锲而不舍、精益求精、臻于极致的工匠精神，在

工艺美术领域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坚定、踏实地传承

工匠精神，笔者以为需要从以下 3 个方面着手，并协

同配合。 

3.1 政府加强指导 

目前我国在工艺美术的保护传承研究方面已有

相关组织和机构，如从国家到县市的四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管理和保护机构，有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和各

省工艺美术协会、工艺美术研究院（所）等；亦有保

护传统工艺的相关条例和法律等制度，如 1997 年国

务院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和 2011 年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这

些机构和制度的运作实施，都为保护和传承我国的传

统工艺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重要的制度保障。然

而亦有不足，如与工艺美术密切相关的《传统工艺美

术保护条例》，对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审、作品署名、

带徒传艺、表彰奖励，以及对工艺美术人才的培养等，

虽然都作了相应要求，但是未对工艺美术的精神内核

和支撑工艺赖以传承的工匠精神作出诠释，亦未对从

事匠作技艺的工艺美术大师的职业精神和行为规范

作出具体要求。导致社会对工艺美术大师和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一辈子凝结于作品中的文化和精神

内涵认知不足，以及大师、大匠本人对个人职业和行

业精神缺乏神圣的认同感。日本在此方面的做法也许

值得借鉴。 

日本政府于 1950 年颁布《文化财保护法》的基

础上，又分别于 1974 年出台《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

法》，1998 年出台《传统工艺士认定事业实施办法》，

在两部传统工艺法规框架下，不仅设立日本传统工艺

品产业振兴协会，还对传统工艺品的指定、传统工艺

士的资格认定和政策扶持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并

在此基础之上制定《传统工艺士宪章》：“我们传统工

艺士为人们的生活文化提供传统工艺品，是日本的骄

傲。我们的事业前途光明，我们追求共同的理想：珍

视传统，力争做到手与心相连；刻苦学艺，为保护资

源、振兴产业贡献力量；精益求精，创造工艺之美。

传承技艺，将之传诸后世；加强修养，努力提升自己。”

了了数语，是日本传统“职人精神”的具体体现，有助

于增强手艺人的职业归属感和荣誉神圣感。这或许对

中国当下呼吁重建“工匠精神”有借鉴意义。 

3.2  社会全力推崇 

工匠精神一旦凝练形成、总结制定，须向社会广

泛宣传。让工艺行业的价值取向、终极追求、精神境

界和职业要求让社会大众所知，让大众知晓工艺行业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知晓匠作艺人用其双手造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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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为人们物质生活所带来的便利，知晓手工艺者为每

一件器物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流程，知晓大匠大师

们手艺传承的经历、一丝不苟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

神，让时间和劳动换取应有的价值，让大众从器物身

上感受到艺人双手的温度。通过在社会中营造推崇工

匠精神的环境，让滥觞于手工艺行业的工匠精神引申

至整个制造业，让从业者敬畏工匠精神，让社会公众

认同工匠精神，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使技艺得

到有效的传承。归根结底，人们所倡导的工匠精神，

其实也就是民族文化精神，“把深厚的文化精神浸润

到创作中，激发民族文化精神对于创新的价值，给予

中国创新以文化亲切感、归属感和认同感[10]。” 

3.3  艺人珍视声誉 

自觉践行和传承工匠精神。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

和文化生态的不断被破坏，工匠们的心态亦有了许多

变化，心浮气躁成为常态，在利益面前表现出追求

“短、平、快”的急切心态。受“快出作品、多做作品”

理念的驱使，不再以恭敬诚恳的心态对待自己的职业

和劳动，不再以严谨的态度遵守各项工艺要求，将不

厌其烦、不厌其精、臻于极致的工匠精神置于一旁，

极有可能导致作品成堆而鲜有精品的结果，出现“有

高原无高峰”的现象。有的手艺人在获得“大师”荣誉、

特别是被国家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后，便以

“大师”自居，忘却初心，将一世手艺置于一边，带着

“大师”头衔欲跻身于艺术家行列，开始“玩艺术”；署

以其名的诸多器物，多由徒弟或身边人完成，其个人

参与甚少。工匠们是技艺传承的主体，是工匠精神的

创造者和践行者，如若不对个人羽毛珍惜有加，实在

难以担当技艺传承重任。 

年近八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

“武汉木雕船”代表性传承人龙从发，自幼随父学艺。70

年的手艺生涯，使其对手艺的执着和个人声誉的珍视到

了近乎严苛的地步。即使耄耋之年，每天仍坚持到工作

室做手艺，每件作品亲力亲为。若偶尔不慎在作品中出

现瑕疵，亦坚持返工重做。正是这样的精神，才成就了

龙从发在木雕船领域“大师”的荣誉和地位。 

4  结语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推动，我国的工艺美术行业正

在逐步复兴，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此时重提工匠精

神，探讨传统工匠精神在当代语境下的诠释，不仅有

助于推动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实施，而且其深

刻内涵亦值得我国现代制造业的借鉴，促进产品制造

向精细化升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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