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１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９年８月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１９

【文化研究】

洋务运动时期的产业发展与近代工匠精神内涵

张雪蓉１，李家艳２

１．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２．南京邮电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无论从历史发展的维度还是从匠人个体的维度，工匠精神都体现

出工匠对技术和基本职业道德、技巧、信念的层递追求。随着洋务运动时期中

国产业格局的形成，工匠和工匠精神开始了近代转型。一方面，一个优秀的工

匠不仅要有高超的技艺，还需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理论水平。另一方面，近

代工匠又将产业的发展与爱国自强的使命联系在一起。近代工匠精神可以概

括为爱国自强、精益求精、求是求实、开放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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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６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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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将工匠精神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了工匠精神对推动

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的重要现实意义。工匠

精神作为历史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内涵上不断发生变化。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洋

务运动时期近代社会需求的变化和工匠的近代转型的分析，探讨近代工匠精神的内涵。

一、工匠精神的内涵

“工，匠也。凡技艺事成器物以利用者，皆谓之工。”［２］４６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传



统工匠是古代社会手工行业发展的产物，是与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相伴随而

成长的［３］。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民间手工业的技术主体，工匠在中国古代社会的

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余同元认为，在角色构成上，传统工匠具有三个突出的特

点：人身依附关系强、身份地位低下，身份世袭、职业固定，组织封闭、群体失语；在技术

形态上，传统工匠具有三个特征：手工操作而非机器生产，家传的与学徒的技术传承，技

术评价的艺术化、伦理化倾向［４］。这表明，传统工匠是与手工劳作、家传和学徒联系在

一起的，并在技术传承中进行行业道德教育。与现代工匠不同，传统工匠对技术的发展

和创新主要依靠经验的积累和传承。传统工匠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和技巧是其技

术进步的基础。正如梁启超所说，传统科学技术中“凡发明之业，往往出于偶然。发明

者或并不能言其所以然，或言之而非其真”［５］１０４。因此，师徒之间形成的行业规矩和规

范是工匠培养的关键要素，这对工匠的学习和出师起到了保障作用。“师徒制的人才培

养模式延续了几千年，是一套从人品到技能全方位有效的育人机制。”［６］４６

在“技艺事成器物”过程中，对造物的精神追求毫无疑问就是工匠精神的集中体现。

作为一种精神诉求，工匠精神代表的是工匠对产品的技艺追求和职业态度。我们可以

从两个维度来理解工匠精神。

首先，历史发展的维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匠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是人们对工匠

劳动观念认知不断解放、工匠劳动价值评价不断提高，以及工匠传统影响不断外化的历

史渐进过程［７］。工匠精神承载着不同时代背景下匠人对造物的态度、信念，肩负着技艺

传承的使命，彰显着匠人的职业尊严和职业道德素养。传统工匠精神专指在手工业时

代，具有一定技艺的工匠在工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态度和品质。近代工匠精神与传统

的工匠精神一脉相承，但又有时代的特色。

其次，工匠个体的维度。这体现为工匠在造物过程中，不断升级的技术追求和精神

追求。有人把这一不断升级的追求概括为 “技”“艺”“道”三个层次［８］，体现了工匠对技

术、道德品质、艺术境界的层递追求，具体而言：

第一层次———技术和基本职业道德层面。即做到在制作技术上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在职业道德上尊师重道、诚实耐劳。这是工匠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技术能力和职业素

养。它要求匠人能深刻领会造物的基本要求和标准，尽心尽责制造高质量的产品，有人

亦称之为“求精”。这种精神就是朱熹诠释“精益求精”时以“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９］１４，来描绘工匠在制造器

物时所应有的态度和精神。它代表着匠人对产品生产的态度和对细节的重视。而德艺

兼修是匠人造物过程中的两个面，无论是古代的师徒制还是现代的学校教育的匠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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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模式，都是从人品到技能的全方位育人。匠人造物的实践过程，亦是道德践行的过

程。手工行业自有一套行业的道德规范，用以要求和规范匠人。一方面是尊师重道。

中国古代将恭敬师傅、尊重同门作为对学徒的基本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工匠要有诚

实、守信、耐劳的精神。匠人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刻苦耐劳的品质、一丝不苟的态

度，同时，产品交换的规则要求匠人诚实守信。

第二层次———技巧层面。即 “追求技艺之巧”的高超娴熟的职业技能和工艺水平。

《说文解字》曰：“‘工’，巧饰也。”［１０］１００这就要求人们刻苦钻研，不拘泥于传统，勇于挑战

自我，开拓创新。

第三层次———信念层面。即执着追求、止于至善的信念。在“尚巧”的基础上，以追

求“至善”“达善”作为最终的审美境界。所谓“至善”“达善”，是指工匠对艺术作品的追

求，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界。它通过匠人对器物的不断求精、尚巧，实现人

与物的高度契合的所谓“天人合一”。这种境界，不仅是工匠精益求精和娴熟尚巧的技

艺的体现，更是工匠将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对人生的参透和领悟，完全地融合在一

起。这是匠人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有人称之为“执念”［１１］，意指人的执着意念或执着

信念。

二、洋务运动时期的产业发展与工匠性质的变化

洋务运动时期，战争的惨败让中国人认识到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坚船利炮的威力。

李鸿章就感慨道：“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

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１２］１５９－１６０在强敌面前，洋务派意识到工

业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中国由此开启接触和学习西方工业的近代化进程。自１９

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目标，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在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帜下，包括造船军工、枪炮器械、矿业、铁路、电信等一系列中国

近代工业在通商口岸率先兴起。“在１９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到 ９０年代之间，中国先后出

现过３００余家新式的工业企业。截至 １８９４年，还存在的约有 ２６０余家……此外，还有

３０余家兴办于洋务运动之中，又维持到甲午战争前后的民用工业企业。”［１３］１３０－１３１中国

制造业在洋务运动中逐渐成形，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从生产力的角度上说，近代产业革命是先进的机器生产对落后的手工生产的取代，

是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大解放［１４］。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出发点，洋务派创办起一

批近代工业企业。这些新式的近代工业企业亟需与之适应的新式人才。事实证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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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的时代，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及其生产方式根本无法为保家卫国

提供足够的物质、技术和人才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工匠和手工作坊只能满足

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社会需求结构，根本无法满足大机器时代富国强兵和商品生产的

需求。为适应人才需求结构的新变化，洋务派创办了一系列的洋务学堂，以培养当时的

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人才。随着近代工业体系和新式教育系统的建立，工匠的角色和

技术培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第一，近代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大机器的广泛使用，有力地推动了工匠技术的实质性

变革———从经验性的技术向科学理论性技术转变［４］，科学的实用价值将理论和实践有

机地结合起来，形成职业教育的主调。

第二，近代工业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大机器的生产和广泛应用，工人赖以生存的基

本技能是操作机器。

第三，为迎合机器工业时代对技术工人的批量化、标准化的需求，开办职业技术学

堂训练专门化的技术人才取代了师徒制的一对一的传承。在学校的教育体制下，现代

工匠的培养有一套包含标准、计划、内容、实训等的理论知识体系。与传统手工作坊时

代不同，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以行业标准规范、制度进行管理，通过理论学习 ＋实习 ＋师

徒制模式，培养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工人。

第四，技术工人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工匠。随着技术主体的范式由经验技术转

向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现代工人逐渐取代了基于生产经验的传统手工工匠。

三、洋务运动时期工匠精神的新内涵

随着近代产业格局的建立，工匠精神被赋予新的内涵。近代工匠精神是中国传统

手工业文明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孕育出的先进

文化和近代工业精神文明。其精神品格，与中国传统工匠精神一脉相承，但又独具近代

气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除了在传统的一般意义上的技艺和道德层面要求外，科学的

精神和时代的精神无疑是近代工匠精神内涵最突出的部分。一方面，一个优秀的工匠

不仅要有高超的技艺，还需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理论水平。另一方面，在中国，近代

工匠又十分鲜明地将产业的发展与爱国自强的时代使命联系在一起。这是由近代中国

特殊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通过产业革命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的时代命题，使得中国

近代产业、近代工匠精神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相联系。基于此，

本文以福建船政局及其附属的学堂为代表，将近代工匠精神概括阐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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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国自强

爱国主义精神是以种族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三者的有机统一为内在根据而

形成的国民对祖国的深厚情感［１５］。福建船政局创办于内忧外患的历史时期，以“御侮”

为首要目的，带有鲜明的抵抗外来入侵的爱国主义色彩。其爱国主义精神具体体现在

以下三点：其一，权自我操的主权意识。洋务企业的创办者和领导者始终坚持“主权在

我”的立场。左宗棠、沈葆桢认为“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１６］４７，坚决主

张自己创办船政，实现自主。船政创办初期，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的工程技术人才和教

导人员，在经济上给予这些人优厚待遇，但在政治主权上却坚决奉行“权自我操”的政

策，寸步不让。这种强烈的民族主权意识成为福建船政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实现民

族产业崛起的出发点。其二，高度自觉的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以自强为目标开启近

代工业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毫无疑问成了洋务人士胸怀天下、成就国家民族自强事

业的原动力。“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它可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为国

家将来驱策。”［１７］１１从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意识的高度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自始至终

是洋务企业的出发点。其三，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精神。洋务各项事业从创办到卓有

成效的发展离不开洋务派强烈的自立自强意识。１８６９年福建船政成功建造中国第一艘

千万吨级木质兵轮“万年清”号，１８７６年福建船政自主设计制造的轮船“艺新”号成功下

水，１８８９年完全由福建船政自己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自造了中国第一艘钢质军舰“龙

威”号。福建船政局用２０年的时间实现了从木船到铁胁兵船再到巡海快舰和钢甲兵轮

的独立制造，实现了从完全依赖外人到自主研发的跨越。正是这种自立自强、坚持不懈

的精神支撑着洋务派克服人才、经费、技术等重重困难，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到技术独立、

再到技术创新的巨大转变和发展。

（二）精益求精

作为工匠精神的核心，精益求精在近代产业时代结合了专门技术生产的精密原理

和科学的逻辑推理、演绎分析。“西学精益求精，原无止境，推步制造，用意日新，彼既得

鱼忘筌，我尚刻舟求剑，守其一得，何异废于半途。”［１８］２３９学习科学技术是一条漫长艰难

的探索之路，只有秉持精益求精、密益求密的治学态度，不畏艰难、坚持不懈，方可获得

其中的精妙。本着精益求精、密益求密的专业精神，洋务企业始终追求极致的产品质量

观。船政企业在产品生产中，无论是船身的尺寸大小、马力的大小还是蒸汽机的转数

等，无一不经过造船专家精密的设计，不断推敲、实验，反复修改图纸、模型，以保证精

品。在英国军官寿尔的眼中，１８６９年船政局制成的“万年清”号装载的自制１１０千瓦的

船用蒸汽机，其技术含量和做工精细程度可以与英国制造的相媲美。沈葆桢参加“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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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号下水试航时，满意地评价“船身似尚牢固，轮机尚清灵”［１９］１９２。１８８９年，作为完全

自主制造的第一艘钢质军舰的“龙威”号，其“船式之精良，轮机之灵巧，钢甲之坚密，炮

位之整严”［２０］３６４，甚至超过所仿造的法国钢甲舰。

（三）求是求实

“求是”就是做事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求实”则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求是求实”就是既做到有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又要理论联

系实际，经世致用。近代以来，中国人将“求是”“求实”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联系在一

起，通过结合本国实际，努力学习科学技术，走经世致用之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时代使

命。其内涵表现为以下两方面：首先，严谨的治学态度。福建船政学堂创办之始，倡办

者左宗棠将之命名为“求是堂艺局”，即表明了船政人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

秉承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船政创办人承认中西在技术、器物、人才等方面的差距，力

倡引进西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穷其制作之源，通其法意”［２１］２０５。科学的教育体系

培养了学生求真、严谨的科学思维方式，并在生产制作的实践中，通过技术人员的实际

操作和理论应用注入产品生产中。其次，学以致用的实用精神。沈葆桢认为：“非培养

则才无自始、非历练则才无自伸。”［２２］５８他提倡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张佩纶亦以

“臣以生徒所习艺术，由粗及精，期于致用”［２３］３０５，要求洋务派在办学时重视理论联系实

际，讲求实效。为了培养合格的近代造船、航海人才，船政重视实际应用技能的训练，并

通过建立厂校一体化人才培养机制，满足学员实境操作训练的需要，真正实现船政“通

船主之学，堪任驾驶”的培养目标。

（四）开放创新

其内涵包括：其一，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意识。开放意识是近代中国面对日益严

重的民族危机，自觉地认识到要实现富国强兵，必须冲破“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的

束缚，加强国家之间的联系、沟通。“取式于外洋”，不仅要通过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和引

进制度，即“引进来”。同时也要通过“走出去”，置之庄岳之间，就是建立留学制度，派遣

留学生赴欧深造。“窥其精微之奥”［１９］２０４，“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精益之学”［２３］１１７，必

然事半功倍。其二，永不止息的创新变革精神。创新与变革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力和源

泉。船政有识之士不安于现状、不因循守旧，不断寻求新的突破点，“东南大利在水而不

在陆”［２０］３的海权意识，“船政根本在于学堂”［１６］３的人才观，“引进西学，为我所用”和“学

用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机制，留学欧洲计划等，都是开拓性的创新之举。可以说，福建船

政局的学习－模仿－自主创新的路径，就是不断寻求突破，实现技术创新的过程。正是因

为拥有不断创新变革的精神，福建船政被后人赞誉为“近代中国复兴之路的起航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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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强军梦的发端点”［２３］２，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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