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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作  文

无论是写作、书法、绘画，抑或手工制作、摄影作品……一切可以用文字和图片展示的原创

作品，都可以在这里尽情展现。我们也非常欢迎老师和家长的热情来稿，您可以给我们来信或

发邮件。

寄信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梅园路77号1716室《中职周刊》——《原创》版面收，邮编：200070

邮件：邮件“主题”请注明“中职-原创栏目” E-mail：421065941@qq.com

（来稿请附上作者的家庭地址、邮编和联系方式，文字以外的作品建议拍摄成照片，以图片

格式投稿）

征
稿

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  丁雅婷  指导教师：沈珏

于丹在《人间有味是清欢》中说过

这样一段话，“手工时代的中国工匠相

信愿力无边，不管是做佛像，还是打家

具。即使只是打造一个金丝楠木柜子，可

能都不是一个工匠一生就能做完的。往

往是爷爷做出粗坯，父亲做完粗工，孙子

再精雕细琢，穷尽三代才打造出一件精

湛的柜子。陆续建造了一千六百年的莫高

窟，那是多少代无名工匠，用尽了自己的

体温去捂热了菩萨的慈悲。”就在这执着

的精雕细琢中，在这一辈子又一辈子的

完美追求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工匠精神。

在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后，我对

“工匠精神”的认识就更深刻了。

修钟表的王津师徒俩，为了修好一

座钟，花了八个月的时间。钟表是个精细

的机械，里面更是有成千上百的零件，经

过百年，有些早已生锈、损坏，没有现成

的替换零件，没有模型作参考，为了让钟

表上小鸟的两个翅膀都动起来，他们一

次次自己打磨零件，虽然有时打磨一个

小小的零件都要好几天；他们一次次调

节支撑翅膀的杆子长度，虽然那种调试

细微而单调。但他们从不懈怠，为的就是

对工作的那份热爱、执着与坚守。有着悠

久历史的陶瓷马雕像已没有了原来的光

彩，马身缺失严重，马尾巴也不见了，如何

恢复成原来的形态，修唐三彩马的三位

师傅一时无从下手。

于是，他们翻阅各种古籍，去各个博

物馆钻研同时代唐三彩马的特点，琢磨

讨论马脖子上应不应该有什么装饰，马

尾巴到底呈现什么样的形态，颜色该如

何调制……他们尊重历史，尊重艺术，但

他们也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大胆地在

马脖子上加上了系带，合理的想象，精湛

的手艺，马儿又恢复成了百年前那英姿

飒爽的样子。

看着修复后重新焕发光彩的唐三

彩马，他们笑得那么开心。而那一刻，我

被深深地感动了。无论是王津师徒，还是

修唐三彩的师傅们，在他们身上，我感受

到了中国工匠对工作的热爱、认真，坚持

和创新，我看到了中国工匠们完美的工匠

精神。

在这部影片中，一批批的年轻人犹

如新鲜血液注入故宫，延续着，传承着

老一辈匠人的手艺，表达着他们对文物

的热爱，对文物修复的执着。在很多长

者的眼里，如今的年轻人大多都爱新鲜

事物，做事往往很难沉下心来，他们对90
后、00后总是各种不放心，但是影片中年

轻的匠人们却用行动向我们宣告，工匠

精神，不只是老一辈匠人的专利，我们也

可以做到。我是一名00后，我相信我们这

些新时代的年轻人会把这些完美的手艺

传承下去，会让他们追求完美的精神出

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会让“工匠

精神”这四个字不仅仅是白发苍苍的老

匠人的代名词。

从追求手艺上的完美到精神上的追

求完美，再到能完美地传承下去，“完美

×3”，工匠精神就是在这不断地追求完

美中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强大。

如今的世界日新月异，但能够在风

雨中岿然不动的，或在风雨之后看到彩

虹的，我相信永远都是那些追求完美，坚

守“工匠精神”的人们。我是会计专业的

学生，我想成为一名成功的会计师，我会

用我的一生去热爱我的职业，做好这个

职业。把工匠精神做到极致，把每一件

事做到完美，这就是我的目标。

摄影《专注》

上海市医药学校 张妮

说明：他用彩笔专注地描

绘，我用镜头专注地记录。

摄影《最美精工》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颜东伟

说明：照片拍摄于学校开设的兴趣社团——

钩编社，捕捉到同学编织毛线时认真的神态。

照片使用中近景构图，突出了同学专心致志的

目光和娴熟的钩编技巧，也体现出学校不仅让学

生能在课堂上学到有用的知识，还能让不同学生

在学校找到适合自己的社团活动。

工匠精神=完美×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