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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从木匠鼻祖鲁班到

“纸圣”蔡伦，从发明活字印刷术的

毕昇到刺绣艺术大师沈寿，工匠精

神赋予了中华民族严谨认真、坚韧

不拔、追求卓越的独特气质。《齐物：

中华考工要论》是学者潘天波所著

“考工格物”书系的开篇之作，其以

中华考工历史为依据，系统阐释中

华考工理论体系的概貌、精髓，剖析

中华考工的精神体系与批判体系。

该书聚焦《考工记》《髹饰录》《鲁班

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考工

典》等文献典籍，不仅展示了中华考

工与中国文化批评传统的渊源，也

让那些淹没在历史深处的工匠身影

从典籍中“走”出来，呈现出穿越千

年的匠心传承。

《考工记》是我国第一部工科巨

著，详细记述了齐国官营手工业的6
种行业结构体系与30个工种的理论

体系，内容涉及东周的礼器、乐器、

兵器、车辆、陶器、漆器等领域，还涵

盖天文历法、生物分布、数学计算、

物理力学等准自然科学知识，在中

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

都占据重要地位。“天有时，地有气，

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

以为良。”这本务使制造工艺精益求

精的古代典籍，记载有“六齐之术”，

即 6种铜锡比例不同的合金成分配

比，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制记

载。在潘天波看来，《考工记》所记

工匠不仅体现有“圣人之作”的创物

精神，还有“髻墾薛暴不入市”的诚

信精神，后者讲的是生产过程中出

现的残劣次品不得流入市场。

《髹饰录》是明代漆工知识文本，

其叙事内容隐含中华工匠精神。譬

如“楷法第二”篇载工匠髹漆之“六十

四过”，反映了对技术品质的极致追

求；髹漆之“二戒”，主张在制器形式

与装饰上趋于实用；髹漆之“四失”，

明确了工匠的职业价值标准；髹漆之

“三病”，则对工匠的传道授业解惑提

出了具体要求。据此，潘天波总结出

工匠精神的四大核心指向：“求精、求

美”“朴素、致用”“诚信、敬业”“传道、

严谨”。他同时指出，只有将工匠精

神置于工匠文化的整体系统中去认

知与解读，才能有益于人们对工匠精

神的准确把握、科学传承及其社会性

转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写诗作文与工

匠造物是具有同构性的，“道器、匠

心、洗练、铸造、雕藻、金针等工匠范

式已然成为唐代诗学批评的工作方

式”。据史料记载，唐代文学家司空

图、张祜、崔融等都曾把一些与工匠

制器有关的物象纳入诗学批评的话

语中，实现了工匠文化与文学理论

的深度融合。潘天波认为，唐代士

人对待工匠的心理固然是矛盾的，

但这种矛盾的心理被唐帝国的大

国情怀及文化制度所冲淡，包括工

匠文化自身的魅力也迫使文人与

其合作。

考工匠物虽万千，理论精神齐

如一。该书虽属学术专著，但可读

性较强，普通读者亦能跟随作者的

笔触，从浅显易懂的段落出发，向着

更深处漫溯，最终领略到“考工格

物”的宏大视野。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翻阅

《齐物：中华考工要论》，沿着历史脉

络溯源追流，眼前闪过一代又一代

能工巧匠，他们凭着非凡的智慧和

灵巧的双手，锻造出中国古代的科

技成就与荣光。中华工匠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承载者，他们的精神品格

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体现。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传承和发扬好

这份沉淀千年的“匠心独运”，为人

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据《天津日报》任蓉华）

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近
日在成都揭晓，刘洋的《井中之
城》、昼温的《失重的语言》、程婧
波的《且放白鹿》分获 2023 年度
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金奖。

本届星云奖共评出七大奖项
的金银奖。其中，陈阳翻译的美
国华裔作家匡灵秀的《巴别塔》获
翻译作品金奖；杨潇的《仰望星
空：我亲历的中国科幻》获非虚构
作品金奖；路航获 2021—2023年
度新星金奖。

评委会在颁奖词中说，《井中
之城》是一部扣人心弦、以情节
制胜的小说，也让读者看到现实
中不可见的真相，在哲思和科学
的层面都有极为深刻的探索。
这部小说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经验息息相关，与人类对何为真
实的求索息息相关，也在一个新
的高度上重新构造了科幻小说
的神奇力量。

据了解，华语科幻星云奖是由
华人科幻志愿者于 2010年创立的
公益性科幻奖项，致力于从全球范
围内发掘和奖励优秀华语科幻作
品、作者和相关从业者。

“华语科幻星云奖创立以来，
有上百位科幻作家获奖，许多年
轻的科幻文学后起之秀由此走
上了更加广阔的创作之路，为中
国科幻铺就了走向未来之路。”
科幻作家刘慈欣为星云奖十五
周年撰写纪念文章表示，“星云
奖成为展示华语科幻文学创作
和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为中国
科幻和世界科幻的交流搭建了
一个平台。”

（据新华社 温竞华 余里）

□文/图 本报记者 王璐
在新近出版的《我在上海开出

租》一书中，作者黑桃以自己在上海
开出租车的亲身经历和小人物视角，

将形形色色的司乘故事生动形象地
娓娓道来，个中也穿插着出租车司机
的日常生活与行业状况，还点缀了上
海的城市风貌、历史切片，故事丰富
有趣，语言简洁幽默。这部素人非虚
构作品更被誉为“出租车版《深夜食
堂》”“满载人间烟火，令人感到新奇，
也能抚慰人心”。

翻开这本书，跟着“差头”司机黑
桃来看看他眼中的上海。在他的视
角中，上海就像一辆行驶着的出租
车，是一个任由万千小人物轮番上
阵、即兴出演主角的舞台，在方寸之
间演绎出精彩绝伦的众生百态。不
管是在黎明将启的至暗，还是在春风
沉醉的夜晚，在小小的出租车里，艺
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故事随机
上演。和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聊天，也
是一种将面具摘下、把今天变轻的方

式，让人暂时忘却手机、加班和KPI。
当你是乘客时，似乎只关注着出

租车能不能快速把你送到目的地。
可是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会在出租
车里看到形形色色的乘客，听到一个
个不同的故事，因此一幕幕现代小人
物的《繁花》故事在出租车里真实上
演：一对异地恋小情侣在司机的精湛
车技帮助下成功私奔；司机协助解救
深陷传销的受害者；始于五官，止于
三观，“差头”同行与白领小姐姐的爱
情在萌芽中夭折；东山再起的山东大
哥到江桥批发市场故地重游……一
边开车谋生，一边体验写作，黑桃生
动地展示出作者与现实世界之间最
好的那把椅子就是出租车的主驾，他
有真正的故事可写，这些故事也真正
的动人。

作者黑桃的职业经历非常丰富，

他是实打实的体验派、手艺人，做过
期刊编辑，开过母婴店，在镇政府里
做过临时工，也开过出租车，还做过
代驾，在一线大城市和老家小地方都
奋斗过，努力过。为了生活，也为了
工作，他在 2019年到上海开出租车
（之前在老家开过 2 个月的网约车，
发现开车是个好玩并且能积累写作
素材的职业）。2020 年上半年开始，
整理、丰富、完善在上海开出租车时
记下的素材，强化了自己的写作风
格。最终《我在上海开出租》一书出
版后，由陈晓明、谢有顺、许纪霖、李
修文、刘海龙、黄灯、邢斌等名家学者
联袂推荐。让我们一起阅读这本书，
看看那么多不同的人，了解生活有那
么多侧面，见证平凡众生瞬间的磕磕
碰碰，个中有你也有我，或许从此不
再感觉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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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典籍里追寻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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