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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日本制造”，人们的
第一印象就是精致简约、性能
良好。索尼、丰田、松下、三菱、
本田、佳能等品牌可谓家喻户
晓。业界专家表示，“日本制
造”背后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即
便是电饭煲这样的“小产品”,
也可看出“匠人文化”对制造商
的影响。这种文化被日本人接
受和发扬，内化到骨髓，成为日
本的文化基因。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留
学生崔花告诉《中国贸易报》
记者，日本有很多家族传承的
企业及百年老店，街边的一些
小店铺虽不起眼，却有上百年
的历史，企业主非常看重产品
质量和服务态度，很多城市因
拥有诸多百年老店而自豪。

记者了解到，日本制造业
中不乏跻身世界 500强的大型
企业，还拥有与这些企业相配
套的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群，
其中，家族手工业和制造业的
数量极为可观。日本亚细亚大
学教授泽利昌在《老店铺研究》
一书中统计，在 10万多家百年
以上日本老店中，约有4.5万家
从事制造业。这些企业规模虽
不大，但往往是所在领域的“巨
头”，甚至在国际市场占据相当
份额。

科技史博士赵洋认为，日
本中小制造企业的创始人大多
拥有自己独特的技术或技能，
他们精耕细作、精益求精，不断
积累和突破核心技术，走在国
际前沿，颠覆了“大企业生产高
附加值产品，小企业生产低附
加值产品”的传统观点。

“日本匠人文化的可贵之
处是沉静务实的自我定位和企
业定位，这让企业走得更稳
当。”赵洋说，即使日本经济遭
遇“泡沫破灭期”，那些拥有核
心技术的中小企业还都能存
活，最终“东山再起”。

事实上，“日本制造”经历
过一段相当长的摸索期。从
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努
力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生产
和管理经验，将赶超世界先进
水平作为指导思想，在引进技
术时特别注意防止盲目引进
和重复引进。二战后，日本一
般只引进技术，不引进设备。
在万不得已时也只引进关键
技术部分，且大都不是为用于
生产，而是为了仿造。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产
业化替代了传统手工业，机械
化的批量生产方式使得很多匠
人丢失了饭碗。全盘西化的作
风也排挤了日本传统文化，使

“匠人文化”失去了传承和生存
的环境，面临消亡的危险。为
此，日本颁布了《文化财产保护
法》，对那些身怀绝技的匠人实
行“人间国宝”认定制度，文化
厅还专门拨款，用于保护无形
和有形的文化财产。

除了政府层面，日本媒体
和民间机构也大力提倡日本制
造“靠谱”，鼓励公民信任日本
产品，呵护匠人精神。随着现
代制造业和工业设计的发展，
日本企业界特别注重把匠人精
神贯穿于工业生产中。如在现
代家居设计中，注重健康、愉
悦、舒适的心理效应，在产品设
计上既重视科学性和功能性，
也注重体验性和美感因素。

“ 这 些 年 畅 销 的 日 本 产
品，多是这种精神物化的反
映。”赵洋认为，正是这种责
任感和敬业精神换来了“日
本 制 造 ”，日 本 产 品 涌 向 国
际市场与此不无关系。

日前，《中国贸易报》社党委组
织全体党员、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入
党积极分子前往中国国家博物馆参
观了“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
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革命导师
马克思的生平、理论贡献、革命实践
和精神境界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传播运用和丰富发展的光辉历程，
给大家留下了难忘记忆。作为一名
刚进入报社工作团队的党员，我立
志奋进在新时代，谱写工作新篇章。

马克思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
阻、为追求真理而永攀思想高峰的一
生。观其生平，感动于两点。一是忘
我工作的精神。为撰写《资本论》，马

克思常常工作到深夜。在生命的最
后十年，他饱受多种疾病困扰仍以惊
人的毅力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二是解放全人类的远大抱负。马克
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
时的考虑》中表达了对人生的深邃思
考，“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
工作的职业，那么⋯⋯我们的幸福将
属于千百万人⋯⋯”

马克思对真理的坚持，给我们
留下了最具价值、最有影响力的精
神财富——马克思主义。自创立
以来，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为人类进步事业提供了丰厚的思
想资源和宝贵的理论支持。展区

内，《共产党宣言》的各种翻译版本
足足占据了一大面墙，包括中文、
英文、德文、日文等许多版本。站
在这面书墙前，人们不得不惊讶于
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广。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在马
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在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
生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共坚持马克思

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紧密结
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具
体实际，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又一理论结晶。

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
思所处的时代极为不同，但马克思
主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
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
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
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
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

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
回顾马克思的革命实践，重温革命
导师的光辉思想，缅怀一代伟人的
历史功绩，我意识到，作为一名新
时代的媒体人，要坚信马克思主
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要紧密联系
报社工作实际，坚持学以致用、知
行合一，宣传解读对外经贸方针政
策，传播国内外贸易投资及商事法
律服务资讯，帮助企业开展国际化
经营的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甘洒热血写春秋。

汲取真理的力量 挥洒写意的青春
——参观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有感

■ 董明智

5月，贸促会党校处级干部进修
班赴山东临沂开展党性教育。学员
们聆听专家追溯沂蒙精神的形成与
发展历史，参观大青山胜利突围纪
念馆、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红嫂
纪念馆，倾听革命后代讲述沂蒙母
亲的感人事迹，感受城市建设新貌
和基层党组织在沂蒙城市建设中发
挥的先锋堡垒作用。重温红色历
史，追忆峥嵘岁月，学员们在思想上
受到深刻教育，在精神上受到极大
震撼。

沂蒙是革命老区，也是一片奉
献的热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八路军山东纵队、115师司令
部、新四军军部、华东野战军总部、
山东省党政机关都曾长期驻扎在这
里。当时,沂蒙根据地有 420 万人
口，其中，120多万人拥军支前，21.4
万人参军参战，10.5 万人献出宝贵
生命。“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
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
场。”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我就
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
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
革命推过了长江！”

沂蒙人民在长期血与火的斗争
中锻造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
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
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
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
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沂蒙精神形成与发展有
其历史必然性

沂蒙山区位于山东省南部，是
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深受儒家思
想影响，民风淳朴善良，人民性格刚
强勇毅，追求真理，对国家忠心耿
耿，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沂蒙
精神产生的深厚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沂蒙山区
是山东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
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日
寇凶残暴虐，国民党军队片面抗
战，脱离群众，沂蒙人民陷入深重
苦难，对国民党军队失望至极。中
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施政措施，使沂
蒙人民有了盼头，坚定了跟党走的
政治信念，积极参军参战、拥军支
前，义无反顾投身到伟大的抗日、

解放事业。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沂蒙人

民积极发展生产，建设家园，涌现出
厉家寨等一大批享誉全国的先进典
型。改革开放后，沂蒙城乡繁荣兴
旺，九间棚、兰陵代村等一批新的先
进典型举世瞩目。沂蒙精神不断闪
耀着夺目的时代光芒。

密切党群关系是沂蒙精
神最宝贵的实践价值

沂蒙精神是党践行群众路线
的集中体现，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
生动写照。沂蒙精神所折射的党
爱民、民拥党的光辉思想，是我们
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
国共产党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初心
与使命。

1943 年除夕临沭县一战，八路
军牺牲24人，村民安然无恙。大年
初一，村民们自发地捧着热腾腾的
饺子和祭天祭祖用的纸香，祭奠烈
士。先祭烈士后祭祖宗的传统在该
村保留至今。生命是最大的利益，
沂蒙根据地的党和军队时刻保护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把群众当亲人；关

注民生，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
给人民以最大的经济利益；修改法
律，加强民主政权建设，实行“豆
选”，给人民以最大的民主利益。历
史告诉我们，党的政策必须以群众
利益为本位，只有把群众的利益放
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
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
们当亲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始
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
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
是我们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自觉担当。沂蒙精神正是共产
党人初心和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宣传教育工作是我们党
的强大思想武器

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沂蒙精
神，是党在沂蒙根据地宣传教育、组
织发动群众投身到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的伟大事业中来的精神成果。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共产党
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
才可以打倒敌人的。”沂蒙山区的
共产党和八路军，每到达一个村

镇，首先派出的不是工作组，而是
宣传队。宣传人员与农民交朋友，
拉家常，迅速拉近心理距离，取得
理解与共鸣。根据地的共产党和
军队尤其注重妇女解放工作和针
对妇女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
开展“满缸运动”“放足运动”，主动
帮助干家务、抢收抢种，开办“识字
班”。淳朴的沂蒙妇女尽自己一切
所能去回报，烙煎饼、做军鞋、传情
报、筹粮草、运弹药、救助伤员、抚
育革命后代，支持自己的丈夫、儿
子参军，甚至自己报名参军，诞生
了“沂蒙红嫂”“沂蒙母亲”这些在
历史的星空中熠熠生辉的群体。

六七十年前的成功做法，对我
们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党
中央、国务院对贸促工作高度重视，
我们更需要运用好思想政治武器，
加强党性教育，创新方式方法，帮助
贸促会广大党员干部认识改革的重
要意义，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积极
投身改革发展实践，确保完成改革
任务，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交上一份
满意的答卷。

（作者单位：贸促会直属机关党委）

党群共铸沂蒙情 不忘初心再出发
——贸促会党校处级干部进修班赴山东临沂开展党性教育

■ 王惠敏

记忆中的波兰，是一个遥
远的东欧国家，只知道它是哥
白尼、肖邦、居里夫人的故乡。
直至踏上这片土地，才真切感
受到它的魅力。走进华沙老
城，顿觉这是一座古老的活力
之城。色彩艳丽的教堂、石子
铺就的道路、高大的城墙，作为
世界文化遗产的华沙老城弥漫
着一股浓郁的中世纪气息。人
们有的在老城中心的广场观看
热闹的街头表演，有的边吃冰
淇淋边漫步⋯⋯

华沙基本上是二战后重
建的，建筑较新，街道干净。
很多道路没有红绿灯，但车主
往往自觉礼让行人。波兰人
喜欢鲜花，每隔几个街区，都
能在路口看到鲜花小摊。

美人鱼是华沙的象征，也
是华沙的守护神。历史上，波
兰屡遭侵略甚至被列强瓜分，
但是波兰人不屈不挠，几度浴
火重生。老城广场中心竖着美
人鱼塑像。她手举利剑和盾
牌，象征着波兰精神——顽强
和智慧。华沙的休闲业较为兴
盛，河畔多是酒吧。傍晚的河
边有很多人围坐一起喝啤酒聊
天。据了解，波兰是欧盟第二
大啤酒生产国，仅次于德国，也
是欧盟消费啤酒最多的国家之
一。在喝啤酒这件事上，波兰
人毫不含糊。

波兰是中欧班列的重要
枢纽，近些年进出口贸易十分
活跃。波兰盛产苹果，是主要
出口产品。此外，贱金属及制
品、机电产品和塑料橡胶也是
波兰对华出口的主要产品。
2017 年，其光学、钟表、医疗设
备的出口额增长 111.0％。波
兰主要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
家具、玩具和纺织品及原料。
其中，鞋靴、伞等轻工产品的
进口额增幅较大，说明中波贸
易越来越火。

公元前 1 世纪的一天，罗马帝
国的贵族们正在剧场看戏，突然场
内一片沸腾——凯撒出现了。事
实上，凯撒已不止一次现身剧场，
引起轰动的是他那一身长袍，色彩
绚丽，轻盈透明。

凯撒称这种丝绸产自遥远东
方——一个名叫“赛里斯”的神奇
国家。从发音上看，“赛里斯”明显是
中国汉字“丝”的音译，“赛里斯”指的
就是中国，含义为“产丝的国家”，这
是罗马人对中国的初步认知。

与凯撒同时代的西汉王朝，丝
绸制作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罗马人的衣服都是用麻布、羊毛或
者兽皮制作的，当精美的丝绸服饰

出现在罗马人的面前时，那种视觉
冲击力可想而知。

丝绸进入罗马后很快成为风
靡上层社会的奢侈品，贵族为虚荣
不惜高价购买，丝绸的价格一度超
过黄金。中国丝绸的大量涌入使
罗马帝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使凯
撒之后的执政者屋大维十分头疼，
因为每年为买丝绸就花掉国库七
分之一的财富。马可·奥勒留皇帝
带头不穿丝绢袍服，并禁止穿戴丝
织物。然而，罗马社会已经奢侈成
风，到了公元三四世纪时，丝织物
已成为全国崇尚的唯一时髦服饰。

古代交通不便，当时的中国是
不可能直接把货物运至欧洲的，方

法是在中国的西域商道上货物接
力运输，居于中亚的波斯人因此身
价倍增。据唐代佛学家玄奘《大唐
西域记》记载：东罗马皇帝查士丁
尼为改变波斯人高价垄断经营中
国丝绸的局面，曾打算与埃塞俄比
亚人联合，绕过波斯，从海上去印
度购买丝绢，然后东运罗马。然
而，这个计划不幸泄露，东罗马帝
国和波斯为此大动干戈。

欧洲人始终不明白丝绸是怎
样生产的。为弄懂丝绸的制作工
艺，欧洲人作了长期探索。事实
上，波斯人也一直没有掌握丝绸的
制作原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与中国统治者有意识地保护丝绸

制作工艺是分不开的。从对丝绸
制作的保护能够看出，中国人很早
就有专利保护意识。到了南北朝，
东罗马传教士将蚕种藏于禅杖才
首次带入欧洲，欧洲人至中世纪中
期才广泛掌握产丝技术。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容易腐烂
的货物通常很难交易，而丝绸凭借
较高的价值和便于保存，一度超过
金、银成为一般等价物。因此，当
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从
公元前 114 年至公元 127 年间，中
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
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

“丝绸之路”时，很快被学界和大众
所接受。

中国严守千年的丝绸秘密
■ 本报记者 苏旭辉

◆异域采风

波兰：丝路上的
“美人鱼”

■ 董明智

◆贸促画廊
刁锡锐：1932年生于四川省合川县，1951年被保送到重庆艺专（今四川美院）学习，1956

年被保送到中央美术学院深造。毕业后分配至中国贸促会出国展览部从事展览设计工作。

“日本制造”
的文化基因
■ 本报记者 孙允广

荣华富贵图
（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