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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墨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显著派别，墨家思想所体现出来的工匠精神不仅对当时的社会

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是促进改革创

新的重要推动力，为当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文章从以上几方面深入挖掘墨家工匠精神

的深刻内涵，对我国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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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ohist Craftsmanship

Wang Junxia

( School of Marxism，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730050)

Abstract: As a prominent faction among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the pre － Qin Dynasty，the Mohist thought not only
reflects th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people’s ideological concepts at the time，but also is an impor-
tant source of the current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promot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and a di-
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to dig deep into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Mohist craftsm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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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其

思想涉及政治、军事、哲学、科学、教育等各个方面，

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与当时的儒家并称“显学”，

有“非儒即墨”之称。在墨家思想留给后世的众多

宝贵精神遗产中，工匠精神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 2016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并强调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

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1］工匠精神被提升到国家

战略的高度。2018 年 9 月，习近平在东北地区调研

时又多次强调“民营企业也要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

神、工匠精神”。［2］墨家工匠精神不仅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来源，是创新精神的充分展现，是我国职业教

育发展的历史典范。
一、墨家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

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1］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不仅是当前我国提倡和弘扬的主流价值观，

早在先秦时期，墨家就对富强、和谐、平等、法治、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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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诚信等价值理念进行过论述，并大力提倡。
在国家层面，墨家工匠精神所追求的目标正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富强与和谐。墨子常

把富民和强国问题结合在一起，提出君主只要“爱

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3］，就能

像古时圣王一样“王天下正诸侯”［3］。反之，一味耗

费民财，使得“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3］

就会导致国家危亡。因此，富强不仅是人民安居乐

业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墨家工匠精神产生的土壤和

追求的目标。同时，由于墨子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正

是各诸侯国相互兼并征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

代，墨子 指 出: “当 若 繁 为 攻 伐，此 实 天 下 之 巨 害

也。”［3］认为引起社会不和谐的直接原因就是战争。
基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强调

“止战”“非攻”，认为战争不仅是不义的行为，而且

劳民伤财，损人不利己，必须加以反对。墨子不仅在

思想上倡议、劝说各诸侯不要引起战事，还将自己攻

守城池的技能亲自传授给学生，保证用理论无法说

服对方时，可以用行动来捍卫和平。其中，最著名的

要数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楚国想在鲁班的帮

助下，凭借本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一举消灭弱小的宋

国。墨子为制止这场战争，一边安排弟子守卫宋国，

一边只身前往楚国都城与鲁班谈判。在两人斗智斗

勇的过程中，鲁班设计了很多次攻城的计策，墨子每

次都能以巧妙的守城策略回击他。鲁班的攻城器械

都用尽了，墨子的防御计谋仍然绰绰有余。楚王意

欲杀了墨子，但墨子直言他的所有守城之术都已经

传授给他的弟子，仅仅杀了墨子也无济于事。最终，

墨子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保得宋国百姓安宁。从中

可以看出，墨家工匠精神所追求的不仅是一事一物

的完美精致，更是国家的富强与和谐，只有国强民

富，社会和谐，工匠精神才能熠熠生辉。
在社会层面，墨家工匠精神所坚守的准则正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平等与法治。在中国

古代“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中，工匠的社会地位并

不高，虽然名义上他们比商人高一个等级，但由于商

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可以凭借财富获得一定的社会

地位，工匠因此反而成为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群体，

甚至其从事的职业被贬低为奇技淫巧。在这样的社

会环境下，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成为工匠阶层的普

遍追求，墨子就此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主

张，希望人们舍弃强弱、众寡、贫富、贵贱的观念差

别，大家互帮互助、相亲相爱、平等相处。墨家认为

所有人只有在一个平等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在经济

上共同创造财富、拥有财富，在社会关系上互相关

爱、和睦相处，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工

艺技术上追求精益求精。同时，对于法治的追求也

是古 代 工 匠 的 一 种 深 层 次 的 价 值 取 向。在《墨

子·法仪》中有:“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

为方以矩，为圆以规，……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

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4］工匠们在平

时的工作中就有规矩和准绳，这既是工作标准，又是

工匠们必须严格遵守的外在约束。而墨子更是将这

一准则上升到了国家的层面，工匠制作工具有法度，

君主治理国家也应有法度，只有依照法度来制作器

物或管理国家，才能让器物更精致实用，让国家更河

清海晏。而将其延伸到现代社会便是当前所提倡的

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用法来理清和

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所倡导的平等和法治理念，也是对墨家工匠精神

的传承和发扬。
在个人层面，墨家工匠精神所认可的态度正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敬业与诚信。只有对

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高度的认同感，才能热爱并长

期从事这一工作，并获得归属感和幸福感。正如马

克思提出的“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5］一

样，墨子指出，“今人与此异者也: 赖其力者生，不赖

其力者不生。”［3］强调人们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实现

生存，不付出劳动的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很难生

存下去。而针对每个人应该从事何种劳动的问题，

墨子说:“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3］告诫

人们，要依照自己的能力去选择自己所能从事的职

业，善于辩论的人应该去辩论，能说书的人去说书，

能干体力劳动的人去干活，即量力而行、量才而用才

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墨子的这些论述为当代人

如何做到恪尽职守、爱岗敬业指明了方向。此外，对

于具有不同才能和身处不同职位的人，墨子也详细

指出他们从事何种职业及如何工作才算敬业。例如

对于王公大臣，其职责是“蚤朝晏退，听狱治政”［3］，

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治理，刑法才能得到端正; 对

于士君子，其职责是“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

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

库”［3］，只有这样国库才能得到充实，财产才不会流

失; 对于农夫，其职责是“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

叔粟”［3］，只有这样豆米丰收，百姓的食物才能充

足; 对于妇女，其职责是“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

麻丝葛绪捆布参”［3］，只有这样生产才能发展等。
与墨家的敬业思想一脉相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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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敬业也要求从业者对自己的职业有敬畏感和使

命感，敬业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相应的报酬以满足

生存的需要，还应该将敬业作为一种生活的态度和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方式。此外，墨家工匠精神对

诚信也是极为推崇，倡导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认为

“言不信者行不果”［3］。墨家在当时能够被下层人

民推崇、追随，使之能与儒家并称为“显学”，这和墨

家弟子们能够奉行墨子之教，并为此赴汤蹈火的忠

诚实践品格有重大关系。墨家有许多关于诚信的案

例，例如，墨子的弟子孟胜与楚国的城阳君关系很

好，后来楚国发生政治变动，城阳君没来得及与孟胜

作别就落荒而逃。孟胜为了不食言自刎而死，随后

墨家弟子共一百八十三人都自刎而死。人无信不

立，国无信不强，正是对诚信的坚定追求，才使人们

对墨家思想多了一份信任，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倡导的诚信，正是墨家这一思想在新时代的新

发展。
二、墨家工匠精神是促进新时代改革创新的重

要推动力

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是最具科学和技术素养的

一个学派，墨子不仅是能工巧匠，同时具有渊博的知

识，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加以创新，这种在实践

中发展出来的创新精神成为促进新时代改革创新的

重要推动力。
首先，墨家的工匠精神既追求在工艺技术上做

到精益求精的实践创新，也要求以专业的理论知识

作为实现这一境界的基础和支撑。墨子反对儒家

“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保守态度，主张“好学而

博”“述而且作”的实践创新精神。“好学而博”，行

动就更有方向性和明确性; “述而且作”，理论就更

有系统性和规范性，墨子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既有

理论素养又有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当代

实践工匠精神要达到的目的，即在实践技术上要持

续地追求精益求精，在理论素养上要努力达到功底

深厚、触类旁通，最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墨子强调，对于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要认真地探究

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并明白其中的机理，这样

就能探求出其中的规律，从而进行发明创造，推陈出

新。这也要求我们在培养工匠精神时，必须学会在

实践中发现规律、总结规律，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追

求更高的品质和技艺。
其次，墨家的工匠精神强调在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墨子在倡导“吾以为古之善

者则诛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3］的创

新理念的同时，还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于发明创

造活动中。在我国历史上，墨子最先发现并创立了

力学、几何学和光学，设计了“小孔成像”实验，发现

光是沿直线传播的原理，还发明了弩机、活塞风箱和

云梯等工具，更新了造车技术，无疑是我国历史上用

行动来践行创新精神的开创者。墨子十分重视实践

的作用，倡导人们去积极地接触各种外界事物，在实

践中明白事物的原理，进而获得真知。“士虽有学，

而行为本焉”［3］，意为士人虽然有学问，但去行动才

是关键。“言足以复行者，常之; 不足以举行者，勿

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3］意为理论如

果可以应用于实践就应该经常讲，如果不能应用于

实践就不要讲，不然讲出来也是信口胡说。他不仅

将这些发现和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知识编撰成

书向学生传授，而且同学生一道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

践中去，用实践效果证明和宣传自己的思想。其弟子

在这一过程中习得高超技术，最终打磨锻造出精湛的

匠技。同理，在如今的信息时代，一名优秀的工匠不

仅要掌握专业的理论知识，也应该培养精湛的技艺，

墨子这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基础上不断

创新的精神，正是当前我们所需要和提倡的。
最后，墨家工匠精神追求实用主义，工匠技艺的

创新应该服务于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墨子认为“兴

利是本”“兴国家人民之利”是墨家思想产生的根本

动力。他的“非攻”“尚贤”“尚同”等主张也都是以

维护人民的利益为根本，期望实现社会的繁荣富强

和长治久安。在《墨子·鲁问》上有一个故事说，墨

子的一个弟子用木头制作了一个竹鹊，在天上飞三

天都不会掉下来，别人对墨子说这件事时，墨子却说

他的竹鹊还不如其他工匠做的车辖。车辖能够防止

车轮脱落，增加车子的载重量，但他看不出竹鹊有什

么实际的用处。虽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制作精巧

的竹鹊也有其价值，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墨子对事物

用途的重视程度。这也说明工匠应该具有高度的道

德素养和职业操守，德才兼备、德艺双馨是工匠应具

备的良好素质。在当代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等问题

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坚守职业道德，保证所生产的产

品让百姓满意和放心也是当代工匠应有的品质和

坚守。
三、墨家工匠精神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墨子作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能工巧匠，被称为

“科圣”，不仅自己技艺高超，还培养出了一大批如

禽滑厘、高石子、耕柱子这样的优秀弟子，他们的才

能和品德为当时的世人所称道。墨家弟子或能言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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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或技艺高超，分析他们成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

弟子们刻苦耐劳、勤奋好学，墨家在培养学生的工匠

精神时所采用的方法和理念也是重要原因。这也为

当代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光辉的历史典范。
首先，技能教育与品德教育相结合。墨子本人

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渊博的知识、精湛的技能和深

厚的家国情怀，是名副其实的德艺双馨的教育家。
在墨家的教育思想中，“兼相爱，交相利”中的“兼

爱”思想是教育的最高道德准则，墨子以这一准则

为标准，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学生道德

素质的培养，以实现墨家治国济世的目标。墨子坚

持“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3］，

认为只有贫而不贪不谗，富而乐仁好义，才是真正的

君子所为。墨子不仅期望自己能达到这种境界，也

希望学生们能做到“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

颠，而犹弗舍。”［3］在锻炼实践技能的同时，提高思

想道德修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上都强调要落实

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职业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专

业技能人才的主要渠道，当这些学生进入社会，处于

生产实践的第一线时，既要求他们有精湛的技艺，生

产出优质的产品，也要求他们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给

公众提供安全健康的产品。这在食品安全问题频

发、假冒伪劣产品频出的今天尤为重要，因此，将立

德与学艺相结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精益求精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在墨子的

教学过程中，一方面他要求学生要有探究思考，精益

求精的精神，学会“巧传则求其故”［3］，即对于世代

流传下来的技艺要探索其发生、发展、转变的过程，

从中发现规律，自己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同时，他

也积极主张学习的技艺和制造的器物应该应用于实

践，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他在《墨子·非命》上篇中提出的“三表

法”认为，检验一事物真假的标准应该是“上本之于

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 发) 以

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4］。即首先应

该查找古籍，看前人是否有类似的经验教训，以间接

经验求证; 其次，观察普通百姓的实际生活，以直接

经验求证; 最后，将这一事物应用于具体的政治生活

中，看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从中可以看出，

墨子是将“事”“实”“利”结合起来考察教育的效果

如何。工匠精神培育的主体是职业教育，相较于普

通教育，职业教育更注重实际能力和技术，更强调经

世致用。因此，在进行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

求好、求精、求卓越，练就高超的技艺，生产出一流的

产品; 另一方面也要将学习的内容与社会的需求相

结合。学校在课程的设计上要面向市场，通过促进

校企合作、深化产教研融合等方式，促进教育链与产

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供给链与需求链的有机结

合，在为学生搭建实践平台的基础上，形成产学研一

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最后，言传身教与因材施教相结合。墨子在教

育学生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因此，

在教导学生广泛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他也将自己

积累的丰富技能知识躬亲示范、身体力行地传授给

弟子们，使得他的弟子既能言善辩，又有高超的技

艺。墨子的这一教育理念与我国当前提倡的“双师

型”教师的要求不谋而合。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

快，对于教师，特别是职业教育教学队伍，已经不能

满足于课堂上的理论知识教学，还应该加强实践教

学能力，培养出既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又有扎实的实

践技能的优秀教学队伍。这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教

师的来源和范围，由科研岗位、教学岗位、管理岗位，

甚至是企业部门的人员来组成“双师型”教学队伍，

使基础的实践经验与前沿的理论知识相结合，增强

教师队伍的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教师

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培养，为教师提供良好的实

训基地，提高“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质量，这样才能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另外，墨子在进行言

传身教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因材施教。他说“能谈

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

成也。”［3］墨子依据学生的才能，将其分为“谈辩”
“说书”“从事”三类，对于不同的学生授以不同的课

程。对善谈辩者，主要教授他们辩论的方法和治国

的理念，以便于将来游说诸侯，参政议政; 对于善说

书者，主要教授他们圣王之道和墨子自己的思想学

说，以便于推广自己的思想，以“义”教化天下; 对于

善从事者，主要教授他们工匠技艺、攻守城池之术等

实用性知识和技能，以便于进行专门的实践活动。
通过这样因材施教，分类教学，墨子培养出了一批擅

长不同技能的专业人才，这为职业教育的培养方式

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每个学生的资质、兴趣爱好、教
育背景都各不相同，教师要善于发现并挖掘学生的

潜质和特质，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这样更容易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工匠精神在当代的回归，不仅有利于对墨家丰

富思想的重新挖掘， ( 下转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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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水平。
三、埋头研究、紧抓实训、培养人才

“工匠精神”不仅体现在对职业的敬畏、对工作

的精益求精，更体现在负责任的态度上。高职教师

要对学生负责，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行业企

业的要求，潜心研究课程体系，为企业量身培养高技

能骨干人才。焊接专业直接面向企业一线，对学生

能力要求是刚性指标，实践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

重要，专业实训基地的建设是实践能力培养的关键。
在改善实训条件的同时，实训教师为提升实训效果，

可以开发不同的实训项目，既可以提高学生的技术

技能水平，也为日后学生进入相关领域快速成长打

下坚实的基础。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焊接专业就创建了焊接机器

人操作技术、特种材料焊接技术等“菜单式”培训，

开发了高级焊工、高级技师等不同层次职业资格培

训模块化课程体系。焊接专业的教师通过自己的研

究开发了焊接实训项目 30 余项，独创了“五步教学

法”与“五度操作法”，大幅提升了实训效果和教学

质量。同时，在实训的过程中还注重对学生安全意

识的培养，每位教师要将安全意识贯穿于教学的始

终。学生一踏进焊接实训基地大门就看到脚下“安

全从这里开始”的安全警句，还有实训前的“安全宣

誓”及用边角料制作的“安全树”等时刻向学生灌输

着“安全第一”的理念，不断提高学生安全生产意

识，这一做法也被校内外焊接专业实训室借鉴和

效仿。
四、深入企业、技术攻关、不断创新

“工匠精神”还包括追求突破、追求革新的创新

内蕴。“创新为民、科技报国”是科技工作者的初心

和使命。高职教师自我提升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将专

业方面的深入研究惠及更多的企业，为他们积极开

展技术攻关与技术帮助。以王文山工作室为例，先

后为神华神东煤炭集团设备维修中心、包头北方创

业公司等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承担企业技术攻关、成
果转化的重任，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提升生产效率

做出了突出贡献，起到了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能动

效应。这个过程不仅是教师个人的成长，也为地方

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科学技术要发展就要敢于创新。高职教师尤其

要注重创新，不仅是技术的创新，还有教育教学方法

的创新。在技术方面，高职教师可以主动与企业联

系进行技术攻关，利用高职研究的优势破解难题，实

现生产技术攻关、新技术应用以及新项目、新产品的

开发与技能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例如由我院技能

大师工作室负责人牵头主持完成的链轮环修复项

目，有效改善了修复区的组织结构和尺寸精度，显著

提高了耐磨效果和啮合性能，大幅度提升了设备的

使用性能。项目自开展以来，已累计为企业节约资

金 3700 余万元，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填补了此

类矿山设备修复领域的空白。
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上，教育教学方法的创新

在培育高技能人才方面也很重要。多种学科的融合

可以有效提升教学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

如在焊接专业课程中融合艺术创作，指导学生开展

焊接铁艺作品的创作既培养学生攻坚克难的工匠精

神，又展现了焊接专业学生的“艺术家”风采。
在全社会弘扬工匠精神的大背景下，高职教师

要传承好工匠精神，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努力提升自

己的技术技能水平，同时立足岗位、钻研教学，提升

师资队伍建设能力，为社会培育更多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 责任编辑 朱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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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接第 81 页) 更体现了人们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对

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工匠精神的不懈追求。墨家

思想所展现出的工匠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来源，而且为当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

光辉典范。因此，我们必须坚守、传承和弘扬工匠精

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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