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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倡“工匠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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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对传统观念中的工匠精神
重新予以高度关注。

在中国古代，好工匠灿若群星；在现代社会，杰出工匠层出不穷。

践行工匠精神，争当新时代优秀工匠。工业4.0时代，智能化时代，工匠精神不可或缺。

勇于创新，认真做事，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敢于负责，具有敬业精神、学习精神⋯⋯
这些都是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传承，去发扬，去重塑。

 

内容简介

本书以“工匠精神”为主题和切入点，从七个方面入手，论述了“工匠精神”的内涵，
以及在当今工业4.0时代倡导“工匠精神”的重要性。希望通过阅读本书，读者能够有所
启迪，并积极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

作者简介

钱宸，编辑出身，写过多种励志类图书。其作品文笔优美凝练，见解犀利独到，富有深
刻的哲理性，深受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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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重塑工匠精神，敢于挺进“禁区”

我们之所以提倡工匠精神，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蕴含着勇于探索、敢于挺进“禁区”
，敢于尝试，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性。我们伟大的先辈之中不乏这样具有工匠精神的普
通劳动者。
鲁班是众所周知的能工巧匠，他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出色的发明家，两千多年以来，他的
名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人们中间流传。我国的土木工匠们都尊称他为“祖师”。
鲁班又名公输班，他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之家，从小就跟随家
里人进行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以后，鲁班从鲁国来到楚国，帮助楚国制造兵器。他曾创制“云梯”
，还发明了木工用的手工工具，如钻、刨子、铲子、曲尺、墨斗等。每一件工具的发明
，都是鲁班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试验而创造出来的。
相传，有一次鲁班进深山砍树时，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手被一种野草的叶子划破了，
渗出血来。他摘下那种野草的叶片轻轻一摸，发现叶子两侧长着锋利的小齿，他用这些
密密的小齿在手背上轻轻一划，居然割开了一道口子。鲁班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启发，他
想，要是做成这样齿状的工具，不就能很快地锯断树木了吗？！后来，经过反复试验，
他终于发明出锋利的锯子，大大提高了工效。
墨斗也是鲁班发明的。此工具以一斗形盒子贮墨，线绳由一端穿过墨穴染色，已染色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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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末端为一个小木钩，称为“班母”，“班母”通常离地面约一寸。固定之后，将已染
色线绳向地面弹动，工地以此为地平直线标准。又可以“班母”固定于高处，墨斗悬垂
，以墨斗之重量作坠力，将已染色线绳向壁面弹动，以此为立面直线标准。后鲁班对其
加以改进，此后墨斗被广泛运用于木工中。
鲁班还发明了许多农业机具和古代兵器，如“钩”和“梯”，成为春秋末期常用的兵器
。
《墨子�鲁问》中记录了鲁班将“钩”改制成舟战用的“钩强”这件事。楚国军队用此
器与越国军队进行水战，越船后退就钩住它，越船进攻就推拒它，十分实用，大大提高
了楚军的作战能力。
《墨子�公输》中还记录了鲁班将普通木梯改制成可以凌空而立的“云梯”用以攻城的
事。

 

鲁班是众所周知的能工巧匠，他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出色的发明家，两千多年以来，他的
名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人们中间流传。我国的土木工匠们都尊称他为“祖师”。

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以后，鲁班从鲁国来到楚国，帮助楚国制造兵器。他曾创制“云梯”
，还发明了木工用的手工工具，如钻、刨子、铲子、曲尺、墨斗等。每一件工具的发明
，都是鲁班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试验而创造出来的。

墨斗也是鲁班发明的。此工具以一斗形盒子贮墨，线绳由一端穿过墨穴染色，已染色绳
线末端为一个小木钩，称为“班母”，“班母”通常离地面约一寸。固定之后，将已染
色线绳向地面弹动，工地以此为地平直线标准。又可以“班母”固定于高处，墨斗悬垂
，以墨斗之重量作坠力，将已染色线绳向壁面弹动，以此为立面直线标准。后鲁班对其
加以改进，此后墨斗被广泛运用于木工中。

《墨子�鲁问》中记录了鲁班将“钩”改制成舟战用的“钩强”这件事。楚国军队用此
器与越国军队进行水战，越船后退就钩住它，越船进攻就推拒它，十分实用，大大提高
了楚军的作战能力。

鲁班正是在劳动实践中发明了一个又一个省时省力造福人类的重大成就，为人们生活条
件的改善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时至今日，关于鲁班的发明创造的故事还是脍炙人口的话
题，事实上，人们尊崇他、纪念他，不只是因为他留给人们无数的杰作，更为关键的是
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朽的工匠精神，打破一切条条框框和“所谓禁区”的勇气
。

职场中，囿于经验、不敢创新的员工，我们称之为“先例的崇拜者”，因为他们把困难
当作“不可能”，总是在说“这不行”、“那不可能”。殊不知，世界上每一个新事物
的诞生都归功于古往今来的“先例破坏者”。许多人不敢挑战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缺乏经验。但经验并不总是有用的，人必须在实践中去干，学以致用，学会借鉴经验，
才能创新。



在工作中如果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听命于他人，人云亦云，不动脑筋，走弯路、浪费
时间不说，有时难免要犯错误。所以，一个人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在实践中去学习，
敢于尝试，积累经验，就能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于是，这个养鱼者犯难了，他不知该听谁的话才好。结果是，此事耽搁下来好几个月，
最终他竟放弃了养鱼的计划。

“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曾经说过：“要想成为真正的‘人’，首先必须是个不盲从
的人。⋯⋯当你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而用别人的观点去思考的时候，错误便形成了⋯⋯
”这句话可以进一步解释为：我们可以以他人的观点来看待事情，但绝不可因此失去自
己的立场。这说明，现代社会、现代企业越来越需要有自己的想法、能够独立思考的员
工。

在一家设计公司里，总裁总是对新来的员工强调一件事：谁也不准走进8楼没挂门牌的房
间，否则的话，后果自负。他没有做任何解释，而新来的员工也没问这是为什么，先前
招来的员工们都按照总裁的话去做，无一例外。

但是这次，有个年轻的小伙子轻声嘀咕了一句：“为什么？”总裁说：“你对这个很感
兴趣是吗？不过进去之后要承担后果啊！”总裁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个小伙子问道。小伙
子不再作声了，但回去以后，他一直思索着总裁的这个令人费解的规定和他那意味深长
的目光。他断定，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奥妙。

一天中午，小伙子奉上司的命令到8楼找总裁签完一份合同后路过那个没挂门牌的房间，
他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决定进去看看这个房间里到底有什么秘密。他轻轻地敲了一下
门，里面没有反应，他又轻轻推了推门，门是虚掩着的，一下子就被推开了，只见空荡
荡的屋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纸质的标牌，上面写着：请把这个纸牌送给总裁
。

当他把那个纸牌交到总裁手中时，出乎意料的是，总裁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和蔼可亲地
对他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要知道，一个人如果只知道遵照上司的指示唯命是从，
那么，他还能有什么新的思想和突破呢？我们是设计公司，最需要的就是活跃的思想碰
撞产生的火花，否则就将会是一潭死水，终将被市场淘汰。”随后，总裁又和小伙子谈
了一些关于产品研发方面的问题，小伙子也毫不隐讳，把对现在一些研发的产品的看法
及产品中的一些缺陷都说了出来。总裁对小伙子说：“我想任命你为公司的产品开发部
经理，你能胜任吗？ ”

“不，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相信凭你的开拓创新的精神，你一定能胜任这份工作。”总
裁满怀期待地看着小伙子。

这个案例说明：工作中有自己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而勇于走进某些“禁区”，敢于打
破条条框框的束缚，有“敢为天下先”的意识，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也会有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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