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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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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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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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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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诗学评论的话语中，实现了工匠文化与文学
理论的深度融合。潘天波认为，唐代人对待工匠
的心理固然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的心理被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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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可
读性较强，读者可跟随作者的笔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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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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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那年，我怀上了二宝，满心欢喜地期待着新
生命到来，却不知噩运正在悄悄靠近。

我是一名手术室护士，日常工作并不轻松，一上
手术台至少要站两个小时以上，三餐不定时，加班是
常态，还经常倒夜班。

怀孕之后，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工作，甚至比之前
更积极，想以此来证明自己不需要被照顾。其实到
了孕中期，我已经觉得体力跟不上了，但还是强迫自
己坚持，没想到却把自己推到了鬼门关。

29周产检时，医生说血压太高，要住院治疗。我
以为用点药缓两天就会没事，可病情远比我想得严
重，血压降不下来，还出现了别的症状。

医生让我转院，否则母子俩都有可能没命。我
虽然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可仍然心存侥幸，觉得并没
那么危险。

就在转院途中，我的身体出现了更多状况，双眼
变得模糊，呼吸变得困难。到了省城医院，就进了重
症监护室。

躺在病床上，四周被床帘围住，身边没有一个亲
人，周围静得可怕。

监护仪的报警声，鼻子里通着的氧气，喘口气都
费劲的感觉，让我得以肯定自己还活着。

回过神后，害怕和后悔占据了整个脑海。怕自
己和孩子扛不过这道难关，怕再也不能见到家人和
朋友，怕没有机会去做那些想做还来不及做的事。

直到躺在病床上才发现，每一口顺畅的呼吸，每
一次自如的行动，以及那平淡无味的生活有多难能
可贵。

健康的身体，和平凡的每一天，都在那一刹那显
得珍贵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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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夏天，父亲得了鼻咽癌，发现时癌细胞
已经转移。

拿到诊断报告的那一瞬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只觉得背后的靠山轰然倒塌，从未有过的恐惧席卷
而来。

二十多年来，父亲一直在外地打工，回家团聚的
时间并不多，尤其在我出嫁后，每年与父亲见面的次
数更是屈指可数。

总以为来日方长，想着等他退休回家了，就有机
会团聚了。可还没等到父亲回家，疾病就先缠上了
他。假如父亲就这么被疾病带走，亲情上的这份亏
欠就将成为我们生命里永远的遗憾。

我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只能尽心尽力陪父亲
治病。于是，陪父亲治病的这段时间，成了我们父女
俩相处最长的一段时光。

看着被药物副作用折磨的父亲，我时常愧疚：如
果平时能多关心他，在他身体出现异常的时候及时
带他去看病，或许他就能少受些苦。

可后悔已经没有用，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以后的
日子里，加倍对他好。

所幸，经过4个多月的治疗，父亲康复了。父亲
在病床上说过的一句话，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他
说：“我只要再活十年就够了。”

经历了这一劫，我们都意识到，余生再长，能够
彼此陪伴的时间也非常有限。生命本就是个有限的
过程，无论时间线再怎么拉长，终究还是逃不过分别
的那一天。

很多看似触手可及的事，转身或许就不再出
现。以为那些总能围绕在身边的人，或许也会突然
消失在生命里。

所以，有些事一定要趁早做，有些爱一定要趁早
说。当等待成了习惯，遗憾必然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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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之前，我的生活非常顺利，几乎没有遭遇过
大挫折。这一度让我以为，宁静安稳就是人生常态。

当变故来临时，我也曾埋怨命运不公，但事后却
万分庆幸，倘若不遇到这两件事，或许我还对自己拥

有的一切感到理所当然。
或许人性就是这样的吧！人总能清楚地知道自

己缺什么，却很少去想已经拥有了什么。对拥有的
视而不见，对得不到的耿耿于怀。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它会以最有力的方式来唤
醒你，教会你简单却深刻的道理：对于拥有的东西，
要学会善待；对于在乎的东西，要学会珍惜。

不要等到生病时，才发觉健康的重要；不要等到
孤独时，才明白朋友的可贵；不要等到受伤时，才懂
得家人的温柔。

都说时间是最无情的，但最无情的其实是一颗
迟钝的心，体会不到生命的过程，眼睁睁由着时间带
走一切。

人生，是个有限且不可逆的过程，挥霍的每一分
钟都不能再回头，消耗的每一份健康都很难再恢复，
走散的每一份感情都无法再重来。

成年人看似拥有一大堆东西，其实最大的底气
无非是两样：健康的身体和深爱的人。

愿每个人都能活在当下，珍惜拥有。
来源：人民网

成年人的两大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