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国工匠 - 大工传世

• 答辩人：谭家振
• 指导老师：曾翔



• 01 • 王亚善从“古典泥
糊” 中提取东周丝织
品

2007 年 1月 6 日 , 江西省靖安县发现一座东周墓葬。

墓坑里竟然装着刮纱刀、打纬刀 ,以及木质的绕线框、

梭子、陶纺轮等纺织工具。呤人焦虑的是，墓中堪称

稀世珍宝的古代织物都与湿软的泥沙混为 - - 体 , 已成

泥糊状 ,一触即碎 , 入水就溶。古丝绸修复领域的资

深专家王亚蓉精心撮取墓中的“古丝绸泥糊” , 絀去

冷藏起来。 9年后的 2016 年 7 月 , 在冷冻后的“古典

泥糊”中提取东周丝织品的工作开始了。 75 岁的王亚

蓉心脏里有 6个支架 ,可一旦面对这些古董 ,她就会变

得精力焕发 ,眼神精确，手头稳准 , 尖锐的小镊子能

够钳住一颗颗细如针尖的沙粒，哪怕它们已经隐身了

2000 多年。包裹古丝绸的泥沙很难看出薄厚深浅 ,贸

然用硬物剔除会严重伤害目标物。



• 02 朱文立追寻天青色 , 他让绝迹的珍品瓷重现于世。

中国古代陶瓷技艺创造了无数的经典 ,而创烧于北宋晚期的汝瓷被视为中国瓷器烧

制技艺的巅峰 ,但是它仅存世了 20 年就消失了。 800 多年来 ,陶瓷工匠们都在苦

苦地寻觅着 ,乃至不惜呕心沥血 ,试图仿制重现。朱文立便是其中的一一员。复烧

汝瓷成了对后世陶瓷工匠们的终极挑战。汝瓷烧制过程分为 12 个阶段 ,每个阶段

的瓷器釉色都有变化。在烧制的整整 8 个小时里，文立都守在窑边，观察火照。整

个过程的堂控依据就是经验的体悟。运用之妙。存平一心。与其它瓷器不同的是 ,

汝瓷在停火之后 ,豆青的釉色会随温度的逐步降低而在半小时内发生不断变化 ,直

到最后一刻 , 工匠才得以确认它能否变成汝瓷独有的天青色。





• 03 • 李仁清在二维平面重现三维
艺术，“错一片而动全身”

李仁清的拓印手艺是在二维平面上重现三维艺术 , 无论是照相技术 ,

还是 3D 扫描技术 , 都无法像拓印一样与文物零距离的接触。拓印能

够将碑文石刻上的线刻、纹理、风化程度对等呈现在拓片上 ,许多已

经消失或被毁坏的文物正是通过拓片得以复原与传承。刚入拓印行的

李仁清以为 ,无论是平面碑碣 ,还是立体雕像 , 都可以拓印。但老拓

工教导他 , 中国自古传习下来的只有平面拓印法 , 立体的东西会顶破

拓印纸张 ,完全不可行。祖宗之法是有大道理的。但是这位刚刚入行

的新人竟然被自己不着调的想法迷住了 ,他在精心学习平面拓印技术

的同时 ,仔细地琢磨拓印非平面的东西 ,背着师傅 ,他开始拓印浮雕。

经过二十多年摸索 ,当年那个曾被认为怪异的想法变成了成熟的操作

技艺。当这门传承中的创造性技艺渐被认可之后 ,李仁清也开始拓遍

大江南北 ,对高浮雕和圆雕造像文物进行抢救性拓印，留下宝贵的档

案 , 而且成为中国申遗的重要依据。



这次 , 李仁清要挑战的是北魏时期雕塑的立姿释迦牟尼像 , 它坐落

在河南省巩义市的一个石窟里，佛像高近 6 米 , 当时的能工巧匠倚

崖就势 , 精心雕刻 , 尽管经历了 1500 年风剥雨蚀 , 依然法相丰腴。

实属中古时代的雕塑艺术经典。如果能够使用高浮雕拓印术予以表

现的话 , 会造就经典性的立体拓印艺术杰作。经过了精确的测量之

后 , 拓印正式开始。湿度合适的宣纸 -- 铺到大佛的脸上和身上 , 对

凸起部位的拓纸 , 李仁清都需要确认合适的位置 , 用剪刀仔细地剪

开 , 用打刷把宣纸与佛体完全贴敷在一起。



• 大国工匠 - 大技精贵



• 01• 李峰，心细如发 , 以柔克刚 , 他
在高倍显微镜下“磨刀”

2016 年 6 月 25 日 20点 ,长征七号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中心首次升空。

长征七号火箭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为发射货运飞船而研制的新 - 代运载火箭。

一飞冲天 , 创造了中国航天史的多项第一。 2016 年 5 月 , 在长征七号火箭

的总装车间里 ,数以万计的火箭零部件来自全国各地 ,它们在这里集结。经过

严格的组合测试 ,然后被运送到海南文昌发射场组装。但有一个部件被特别处

理 , 这就是长征七号火箭的惯性导航组合。在航天科技集团九院的车间里 ,铣

工李峰正在工作 ,尽管此刻属于加班加点赶工 ,但他的每一个动作依然是从容

不迫的。李锋加工的部件是火箭“惯组”中的加速度计。如果说“惯组”是长

征七号的重中之重。那么 ,加速度计就是“惯组”的重中之重。在他的工作模

式里 ,速度不来自表面的急促紧迫 , 而源于每一一个工作行为的准确有效。 

在他心里。精益求精已经成为一种信仰。



• 02 • 顾秋亮眼看手摸，就能判
断发丝五十分之一的误差
。

中国船舶重工的钳工顾秋亮的绝活也在手上。他凭着精到丝级的手艺。为海底的探索者 7000

米级潜水器“蛟龙号”安装特殊的”眼睛”他安装的 ”眼睛” 可以承受海底每平方米数王

吨的压力。在无底黑暗中神光如炬。深海一直是人类所知甚少的冥茫世界。 2012 年 7 月 , 中国

的蛟龙号深海潜水器来到了地球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 , 这里的深度是 11034米。蛟龙号的观

察窗与海水直接接触。面积大约 0.2平方米的窗玻璃此刻承受的压力有 1400吨重。而观察窗的

玻璃与金属窗座是异体镶嵌 , 如果二者贴合的精度不够，窗玻璃处就会产生渗漏。安装蛟龙号

观察窗玻璃的时候 ,顾秋亮必须把玻璃与金属窗座之间的缝隙 ,控制在 0.2 丝以下 , 这是不容

降低的设计要求。顾秋亮和工友们把安装的精度标准视为生命线。 0.2 丝 ,约为一根头发丝的

五十分之一 , 这么小的安装间隙却不能用任何金属仪器接触测量。因为观察窗玻璃一旦摩擦出

细小划痕 ,到深海重压之下 , 就可能成为引发玻璃爆裂的起点。靠着眼睛观察和手上的触摸感

觉 , 能够判断一根头发丝五十分之一的 0.2 丝误差 , 这的确是神技。不仅如此 , 即便是在摇晃

的大海上 ,顾邱亮纯手工打磨维修的蛟龙号密封面平整度也能控制在 2丝以内 ,因而人们称呼

有这个能力的顾秋亮为“顾两丝”。了练成这门功夫。

顾秋高把一块块铁板用手工逐渐锉薄，在铁板一层层变薄的过程中 。睡

不断捏捻搓摸。让自己的手形成对厚薄的精准感受力。手指上的纹理磨光了。 但这双失去纹理

的手却成了心灵感知力的精准延伸器。



• 03 • 李刚闭上眼也能连接好
小盒子里密如蛛网的线
路。

1965 年 7 月 , 北京 1号线地铁开建 ,采用地面全挖掘式的方法，长安街为此大开

膛。如今 , 中国正在修建世界上最庞大的城市地铁交通网 ,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将

有 45 座以上城市建有地铁。但是看不见哪一处工地为了建地铁而把整条街道大开

膛。这全靠开凿地下隧道的终极武器盾构机。在中国中铁装备集团的车间里 ,工

匠们正在忙碌。他们要率先制造出世界上独 - 无二的马蹄形盾构机 ,将能够直接开

凿出马蹄形隧道。接线盒在盾构机上是 "神经中枢” , 整台盾构机的电路系统被

50多个接线盒所控制 ,每个接线盒都有 100 多根电线经过 ,形成 -一个巨大的神

经网络，直接决定着盾构机的行动能力。从世界上第一台盾构机诞生到现在 ,初

始结构的盾构机接线盒虽然曾经有过一代代的高手试图予以改进，但最终还是只

能原样不动。但中国马蹄形盾构机的整体创新却要求中国工匠必须改变那个全世

界同行都未曾撼动过的 "祖宗之制”。而且这个重大改进是紧迫的限期完成的。

从第一台国产复合式盾构机的电 气组装到现在 ,李刚已经高质量地完成了 300 多

台盾构的电气系统组装。四年前 ,李刚研发制造的盾构机核心部件液位传感器打

破了国外企业的百年垄断 ,性能跃居世界第一。 这一次 ,李刚发起的技术冲击目

标依然是世界第一。马蹄形盾构机的电路系统拥有 4万多根电缆电线 , 4100 个元

器件 , 1000 多个开关 , 如果其中有一根线接错 , - 个器件使用有误 , 就会导致整

个盾构机“神经错乱” , 甚至线路会被大面积地烧毁。李刚投入的这场技术改进

是风险巨大的。而它所要求的精细、精准、精微、精妙 ,几乎时时在挑战着人类

操作的极限。 58天的殚思竭虑 ,李刚终于设计出了一套与马蹄形盾构机相适应的

新型脑神经系统。



• 总结

纸张摩拓，丝绸织造。陶瓷烧制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它们为人类

文明贡献了不可

替代的中国元素。这些贡献的主要技术基础是工匠劳动。丛上古直到当令，中

国工匠们以自己

的扎实创造赋予民族文明以实体形态，他们的劳动经典源源不断充实着民族文

明宝库，证实着

中华民族在精神原创内涵和物质生产领域的浩然活力。在历史上 .科学蕴含在

学摄神的研究型人才地们建到无员旺艺不仅仅在巅峰匠艺的核心是“精” :心

有植威 .手有精艺女。在王上更在不断经索的心恶重声是立避起动地。但它们

却总会让份全进入敬重的工匠料理接传递热园。

这些规品也进托不总是能够王



• 大国工匠 5-6 集观后感

• 央视热播纪录片《大国工匠》 , 引发各行业热议。纪录分别讲述了八个平凡工匠的不凡经历 : 錾刻人生孟剑峰，“两

丝” 钳工顾秋亮 , 航空”手艺人”胡双钱 , 火箭“心脏”焊接人高凤林 , LNG 船 . 上“缝”钢板的张东伟 , 高铁研磨师

宁允展 , 捞纸大师周东红和深海钳工管延安。八个工匠 , 八个传奇 , 不靠上名高中、不靠进名大学 , 而是追求职业技能

的完美和极致 , 靠着传承和钻研 , 凭着专注和坚守 , 成为国宝级的顶级技工 , 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作为工人

队伍中的一员 , 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理 , 潜心观看 , 坚持每天 - 集 , 把八集的节目看完。看完 , 莫名的，有一种感动、

震撼、自豪 , 更多的，是陷入深深的沉思。电视录制画面里 , 他们跟我们一样 , 以厂为家 , 有封闭的厂房车间 , 有轰隆

的机器设备 , 身着朴素的工作服 , - 样会面临很多困难 , 有些工种伤眼睛伤身体，手上会摸出血泡 , 甚至磨得没有纹

路， - 样会为工作亏欠家庭 , 去幼儿园接孩子孩子感动到哭，工作中 - 样会很累 , 有时候一个姿势五个小时的坚持 , 加

班熬夜家常便饭 , - 样的机械重复化，一样的单调乏味化 ,但是他们靠精湛的技艺 , 精益求精的决心，耐得住寂寞 ,坐

得住冷板凳 ,下得了苦功夫的恒心 ,却在平凡的岗位上闪闪发光 ,站在了作为工人的荣耀之巅。他们中 , 有人能在牛皮

纸 - 样薄的钢板 上焊接而不出现一丝的漏点 , 有人把密封精度控制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 ,还有人检测手感堪比 X光那

般精准 ,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一院火箭总装厂 高级技师高凤 , 林来说，他给火箭焊“心脏”， 0.16毫米 , 火箭发动

机上 - 一个焊点的宽度 , 0.1秒 , 是完成焊接允许的时间误差 ,但是他依旧漂亮的完成焊接任务 , 不由人不折服。孟剑

峰告诉我们 ,对待工作要执着到痴迷 ; 顾秋亮告诉我们 ,对待工作要精心研究 , 学习不止 ; 高凤林告诉我们 ,对待工作

要端正态度，尊重工作 ; 张东伟告诉我们 ,对待工作要喜爱热爱 , 坚守岗位 ; 宁允展告诉我们 ,对待工作要凭实动干活 ,

实事求是 ; 周东红告诉我们 ,对待工作要耐得住寂寞 ,吃得苦中苦 ; 管延安告诉我们，对待工作不要轻易放弃 ,最好坚

守一生 , 他们在用实际行动为我们书写出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 " 工匠精神”。



所谓的工匠精神 ,就是用精益求精的态度 , 把 - 种热爱 I 作的精神代代相传 , 它要求我们 ,仅把工作当做一种赚钱的工具 , 而是树立一种对工作的执着

,对所做事情和生产产品的精益求精 , 精雕细琢的精神 ,在“品质从 99%提高到 999%” 的极致追求中努力求索 ,通过不断的改进 , 不断完善 ,提高产

品质量 ,最终以一种复合自己严格要求的形势存在。有一组数据值得我们关注 ,截止 2012年 ,寿命超过 200年的企业，日本有 3146 家 , 为全球最多

,德国 837 家 ,荷兰有 202 家 ,法国游 196 家 , 为什么这些长寿企业扎堆出现在这些国家 , 是 - 种偶然吗 ?秘诀就在 , 他们都在传承着一种精神 : 工匠

精神” , 时代在呼唤 ,因为时代需要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 国家总理在呼唤 ,因为总理需要将它写入政府报告 ,神木电化也在呼唤 ,因为神木电化需要

它帮助企业推波助澜保驾护航 ,顺利前行 , 而且越行越远。

       2016年 . 上半年 ,神木电化成功转型 ,实现逆势盈利 , 而且 , 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 ,企业发出一声呐喊 :全员行动 ,全神贯注 ,全動以赴 , 坚决打赢

达产达标攻坚战 , 坚决打好扭亏为盈翻身仗。神木电化虽然不是研发火箭 , 高铁 , 大桥的高端制造行业 ,但是同样拥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同样需要拥

有纯正“工匠精神”的高技术工匠和 " 工匠精神”的注入 ,来进一步规范告诉大家 ,对待工作需要专注和坚守 , 精益求精 , 热爱本职、脚踏实地，尽职

尽责 ,躲开喧闹 ,回归宁静 ,在技术方面 ,默默坚守 ,苦心探索 ,胸怀追随企业到白头 , -干就是一辈子的匠人之心 , 以赤城的心意和踏实的努力 , 集聚

起微小而庞大的力量 , 为企业做有力推动 ,造就 - 个在风雨中岿然不动 ,屹立化工行业之巅的百年

神木电化。



• 感谢聆听！

• 《大国工匠》

• 答辩人：谭家振
• 指导老师：曾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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