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匠
精神 锻造文化杭州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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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条“杭城医院有了第一家书店”的帖

子，在朋友圈广为流传：浙江省人民医院住院大楼

一层，开出了书店，专门为住院病人、陪护家属及医

务工作者服务。

这家书店，就是杭州著名的民营书店：晓风书

屋。他们也因此成了最近的“网红”，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纷纷给予报道，杭州的全民阅读文化新景，

再一次成为全国热议的话题。

杭州给予了“工匠”们发挥的空间

杭州人对于晓风书屋，基本上是耳熟能详、有

口皆碑。尤其是2014年，李克强总理走进晓风书屋

运河店的新闻，曾经轰动一时。

晓风掌门人朱钰芳和姜爱军夫妇，作为杭州民

营书店的领军人物，对于李克强总理强调的“工匠

精神”，有着独特的理解：“工匠精神需要良好的社

会环境来滋养。这一点，杭州做得非常好。几年

来，外省一直有很多邀约，请晓风书屋过去，但我们

一直觉得，深耕杭州就很好。因为在这里，政府给

了我们很多空间。”

朱钰芳说，就算在台湾等书店业发达的地区，

书店多是单打独斗，几乎没有什么公共资源可以

用；但是在杭州，民营书店得到了政府的扶持，还有

很多公共资源可以借力，比如文博会、西博会，比如

场地租金的不同程度减免等等。

把书店开进医院，就是和社会资源相互借力的

一个好创意。

以优质阅读来缓解求医的焦虑

“其实最初我们是有顾虑的。但省人民医院给

了我们很大的尝试空间，使得我们能够最大程度心

无旁骛地来做好书店。”晓风书屋掌舵人姜爱军告

诉记者。

去年年初，浙江省人民医院向晓风书屋伸出橄

榄枝，双方调研半年之久，最终在当年 7 月促成了“

杭州第一家医院书店”的落地：全年无休，包括春

节，营业时间与医务工作者同步，早晨 8 点至晚间 9

点，完全向社会开放。

经营书店，有很多实际考量。省人民医院有

4000 多名医务工作者，每天在院病人约 10000 人

次，陪护家属的基数至少有 5000 人次，加上安保、

保洁、交流医生、实习生，每天两万多人次的流量，

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 shopping mall，再加上排队等

检查、等化验报告、挂点滴⋯⋯人均驻流时间相当

长——众所周知，求医问药是一件非常“杀时间”的

事情，人们往往容易在等待中陷入焦虑、惶恐、急躁

的负能量情绪。

“所以，我们希望能打捞起人们在医院的等候

时间，以优质阅读来缓解心情，把美好的事物呈现

给大家。”

晓风的匠心：做风雅钱塘的文化客厅

其实，在这对夫妇心里，还埋藏着一个夙愿：开

一家书店旅馆。姜爱军甚至已经去仙居实地考察

过。

“喜欢民宿的人群，在精神需求上颇有要求，他

们腾出时间、回归山野，不仅仅只是为了消遣，晓风

书屋的人文气质，和民宿群体是比较吻合的。”他

说，已有民宿张开怀抱希望合作。

社会各界对晓风书屋均给予高度认可。比如，

晓风书屋有一家分店竟然就开在浙大紫金港校区

的浙大图书馆边上，馆长请他们过去的理由是：“晓

风就是对门趴着的狮子，起到一个’点醒’的作用。”

坚定，踏实，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做风雅钱塘

的文化客厅，成为杭州的公共文化空间——对于晓

风书屋而言，这就是他们理解的工匠精神。

最近，韩剧《太阳的后裔》又一次在各种社

交媒体引发了刷屏，大概很多人不知道这部剧

的制作和发行都有杭州影视企业的身影。

2014 年，“中国电视剧第一股”华策影视集

团的“孙公司”——华策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

3.23 亿元人民币获得该剧制作公司 NEW 的

13.03%股权。这项投资成为当时中国文化企业

在海外最大的收购之一,也掀起了中国企业与韩

国娱乐企业进行合作的一波浪潮。

两年之后的成功，再次印证了华策影视作

为一线的泛娱乐内容制作公司,在内容布局上的

优质能力。

这对于华策影视集团总裁赵依芳来说，只

是用心做好影视产业，立足中国布局全球的策

略之一。

“影视人具备的工匠精神，就是要琢磨打造

作品器物之美”。赵依芳说。对每一部作品投

入巨资，尽可能对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尽善尽美，

并且从作品的一开始就精细打磨。

“华策集团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内容，尤其

是原创内容。”赵依芳提出“产品经理”的概念。

为此以重金与优质编剧签订中长期合作协议，引

入优秀编剧资源；又不断采取并购的方式加强资

源共享，着力从上游开拓抢占优秀内容资源——

在今天将要举行的杭州影视年会上，华策

影视就将带着麦家亲自编剧的《解密》亮相，

随后还会有《微微一笑很倾城》、《锦绣未央》、

《翻译官》、《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多部精品

电视剧出炉。

除了“工匠精神”，赵依芳认为影视人还要

有“巨匠精神”——用艺术巨椽书写“黄金时代”

的中国梦想，要有一种文化的责任感。同时，作

为文化传播者，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

境”、“意象”思维，曲径通幽、润物无声，接受采

访时，赵依芳多次表示，未来中国影视文化一定

是中国软实力的最佳体现，“要向全球传播中国

文化，不仅要坚持正能量的价值观，做到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工匠精神，还要从工

匠到巨匠再到意匠。坚定地以讲好中国故事为

基础，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推动者，实现华

流影视影响世界，让全世界人民真正认识到中

华文化的价值。”

翁国生，浙江京剧团团长，“文华表演

奖”“梅花奖”“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文

华导演奖”等诸多大奖的获得者。数十年

来，一直兢兢业业地耕耘在梨园，是一名

不折不扣的“京剧工匠”。

今年春节的戏曲舞台上，京剧南派猴

戏《大闹天宫》让杭州戏迷如痴如醉。原

汁原味的唱腔，灵动精彩的表演，大气磅

礴的舞美，引来掌声如潮。

在翁国生看来，工匠精神首先要执着。

“做一项事业，一定要有恒心，认准一个目

标，就要干到底。”十多年前，浙江京剧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但翁国生和浙京人从来

没有想过放弃，不断想办法，不断探索市场，

一步步走出困境，赢得了观众和市场，赢得

了一个个荣誉，走到今天的局面。

一丝不苟，是“工匠精神”的核心。平

时温文尔雅的翁国生，一上排练场就变成

了同事眼里的“戏疯子”“魔鬼导演”。特

别追求完美，为达到理想的效果，不厌其

烦。去年排《东极英雄》，他先后去舟山采

风 4 次，上东极岛 3 次，采访了无数当地渔

民，以达到最精准、接地气的创作效果。

有时，一段戏他要改数十遍，不改到满意

不睡觉。

“只有将工匠精神融入到创作中，

才能打造真正优秀的适合时代需要的

舞台精品。否则，就只会停留于表层，

肯定难以创作出有深度的好作品。”翁

国生说。

浙京团长翁国生眼里的工匠精神：

执着，拼命，一丝不苟

把书店开到医院？
李克强总理曾经到访的晓风书屋

脚踏实地诠释“工匠精神”

他做河坊街上的“百子弥勒”铜雕，用时8个月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朱炳仁：

工匠精神是一种责任心

“工匠精神”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消息，让

朱炳仁很兴奋。昨天下午，从北京回杭州的

高铁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和记者谈了自己

对工匠精神的理解。

工匠精神是一种责任
任何时代都需要

工匠精神要求精益求精，精雕细琢。朱

炳仁认为，总理的讲话对传统工匠而言，是非

常大的鼓励。目前社会对工匠其实关注度不

高，传统的手工艺经常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

局面。总理推崇工匠精神，将直接推动社会

对工匠的理解和认识。

不过，工匠精神应该不单纯指某一类别

的工匠，不是狭义上的工艺美术、手工艺，而

应该是更广义的概念，“是对社会文化的责任

心”。朱炳仁说，不管哪一行，都要精益求精，

这其实是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只有专心致

志，才能匠心独具。

朱炳仁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在那

里他拥有自己的铜雕工作室。故宫有一对铜

狮子，朱炳仁经常站在铜狮子前研究，古时工

匠处理铜雕沙眼时，手工留下的痕迹都看得

到。他感叹，这些痕迹说明昔日工匠们不惜

花费时间精力要把雕塑凿平凿光。正是有了

这种精心打磨，才有了今天的文化遗产。

希望把“朱炳仁铜”
打造成当代工匠品牌

朱炳仁有个理想，就是把“朱炳仁铜”打

造成现代中国第一个工匠品牌。

他确实有这个底气和实力。雷峰塔、峨眉金

顶、桂林铜塔、灵隐铜殿，上百件标志性铜建筑，让

他有了“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之称；他也是中国

铜雕领域唯一一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每一样作品都工艺精湛，饱含他的心

血。比如 10 年前在河坊街亮相的“百子弥

勒”大型铜雕，深受游客喜爱。而为了做出弥

勒的宽厚笑容，100个小孩可爱的动作、表情，

他改了十几稿，不断修整和调整，那件作品，

整整做了8个月。

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 15 道以上工序，

复杂的甚至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每道工序都

有质检员，制作过程中必须严谨、一丝不苟，

才能保证精湛作品的诞生。

除了大型创作，朱炳仁还把目光投向日常

生活，用寿命3000年以上的铜来制作餐具、香

炉等生活用品，他有一个很接地气的想法是：

让工匠精神打造的精湛生活用工艺品，走进寻

常百姓家，可以使用和收藏，代代相传。

曾几何时，当人们夸赞一个人有工匠精神时，并不意味着一种褒奖，字面背后的意思，却是“效率

太低”、“不赚钱”、“太傻太执着”。这个词过往的反讽含义，让如今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出现的“工匠精神”四个字，成为被重新审视、端详的一件事。

中国人口多、基数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从最初单纯地追逐速度和效率，满足“有”，到如

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即将达成，物资极大丰富，“有”逐步升级为“好”。

过去的中国制造被贴上了“价廉”的标签，如今国势强盛，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走向海外，更应该

关注“物美”，甚至是“物优”，从而让中国商品极大增值。

工匠精神可以让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中国“优造”，这种提升不仅仅是在工业制造领

域，同样也在文化创意领域。

什么是文化创意领域的工匠精神？ 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杭城“文化工匠”，请他们谈谈眼里的

“工匠精神”。

除了这四位，这座城市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的文化创意工作者，在这里，为他们的这份真爱点个

大大的赞。

杭城“文化工匠”眼里的“工匠精神”
不一样的行业，不一样的表述，一样的精神内核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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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匠精神”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让人耳目一新。

华策影视赵依芳：

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

晓风书屋掌门人朱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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