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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一開始在想專題的主題時，到圖書館尋找關於日本的書籍，無意間看到一本有關於日本

文化的書，裡面有寫到日本人有著念舊的情懷，以至於古時候的文化及職人的技藝有被好好

的保存並延續下來。常常在日本的節目看見有關於職人的介紹，對於他們那種追求到好的精

神十分佩服，因此想了解關於這樣的精神。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促進日本職人精神的基礎。 

    (二)探討台灣為何不太重視職人精神。 

    (三)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 

 

 三、研究方法 

 

    (一)透過書籍資料查詢相關日本職人訊息。 

    (二)利用網路了解台灣的職人精神。 

    (三)組員共同討論後，彙整資料。 

 

 

 

 

(圖 1：研究方法流程圖 本小組自行整理) 

貳、正文 

 

一、日本的職人精神 

 

  日本推崇「職人精神」，尊重匠人的傳統展現在各行各業，對待工作不懈不怠、嚴謹和認

真，不僅帶來經濟收入的富足和穩定；也使人從工作的細節中，體會工作的價值和人生的意

義。 

 

    在別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細節，對職人來說，卻是不可妥協的執著，他們不同的堅持和對

作品的自負，其實都是對專業的高度尊重 

 

    這一「職人精神」也形成日本人做事的兩個重要特徵，對工作的高度忠實和把工作做到

極致。當人的精神展現在日本的現實，轉化成物質財富時，不僅支撐著戰後的日本將不同產

擬定主題 收集資料 彙整討論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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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觸角伸向全球，創造出經濟奇蹟；也極大的提升了日本國民的自信、自豪和自尊。因此

有人說，戰敗的日本能從一片廢墟中重建，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得益

於傳統的「職人精神」。 

 

    匠人的精神，把工作做到極致的態度，正符合了中國傳統所說的「技進乎道」，因此不難

理解日本的各行各業文化中，都帶著「道」，比如：花道、茶道、武士道等等。 

 

  日本至今(2017 年)是全世界最多米其林餐廳的國家，甚至超過法國。日本料理的厲害之

處，或許跟日本人要求精確，喜好終極深究有關。日本料理廚師平均修業年數達到 12 到 16

年，而位在奈良的米其林餐廳主廚長田耕爾，花了 32 年學習切好鱧魚，3.3 公分的魚片，切

30 刀不斷，靠的就是他所堅持的職人精神。 

 

 

 

 

 

 

 

 

 

     圖 1：首席製錶大師             圖 2：頂尖製皮革大師 

 

(圖 1 資料來源：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 

(圖 2 資料來源：http://www.biosmonthly.com/event_topic/5799) 

 

 二、台灣的職人精神 

 

   相較於日本，台灣對於職人精神這一塊的表現顯然是比較弱了一些，主要因為台灣的環境

處於低薪，所以大家對金錢的概念，會間接影響到職人精神的發展。不過台灣歷史的老店還

是不少，在電視節目上，也能常常看見一些介紹台灣的故事上，也有許多願意接續上一代的

家業，繼續讓家業發光的事蹟。 

 

    在台灣有許多工作已經可以被機器取代，但是有人還是願意花上比機器多上好幾倍的時

間和工序，堅持著用手工讓客人嘗到最原始的味道。也有人堅持著用手工編織出比機器更加

耐用的，雖然麻煩又費工，但是品質是掛保證的。例如本專題的台灣職人精神例子 2，有句

話這麼說「念念不忘，必有回響。有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雖然在台灣的這種風

氣圍繞下，還是有人在堅持著職人精神，相信有這些人的堅持，能夠讓其他人看見我們台灣

的好。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
http://www.biosmonthly.com/event_topic/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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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快節奏所包圍的生活，許多人學習東西幾乎都是淺嘗輒止，很少去做深入研究，即

使是有興趣的事物，也都懶得去付諸時間，不僅僅是因為生活習慣，致使我們對於身邊事物

的態度浮躁， 還有尤為關鍵的一點，便是「社會保障的不健全」，在食、衣、住、行、育、

樂中，最為關鍵的「食、住、育」，這三座大山把現代人壓的喘不過氣，導致現在人們在就業

時，不得不優先考慮經濟收入，而非興趣愛好。 

 

  儘管對企業來說「職人精神」費時又費工，但往往就是在一心追求極致與專注在微不足

道的細節中，才能產生差異化與獨特性，如果只是單純的製作一個陶瓷品，其實是很簡單的，

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但要是以「創造最好的瓷器」為目標，一切都得變得講究了。 

 

 

 

 

 

 

 

 

 

       圖 3：廟宇修繕師傅                            圖 4：木活字印刷 

 

(圖 3 資料參考：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biw) 

(圖 4 資料參考：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biw=1536&bih) 

 

 三、日本台灣職人精神之比較 

 

表一、職人精神比較圖 

 台灣 日本 

對職人們的態度 輕視、否認 尊敬、認可 

職人制度的保障 沒有 有 

選擇手作商品根據 表面價格 商品品質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查詢彙整) 

 

  企業在經爭激烈的社會下，為了生存而不得不看重當前的短期利益。加上台灣政府有別

於日本，日本政府為了保留住文化，在這方面下了許多功夫，為了不讓文化失傳，有給予職

人許多福利，讓他們可以專心投入在自己的愛好中。在台灣如此這樣的社會下，首要面臨的

就是生存問題，自然無法安心的長期鑽研一項會短期缺乏收入的事業。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biw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biw=1536&b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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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職人精神帶來的好處與壞處 

 台灣沒有職人精神 日本有職人精神 

益處 
不易與時代潮流脫節。 

做事較不費時也不費勁。 

以不斷追求極致而進步。 

在信息透明的時代，能夠突破同質化。 

壞處 

人們不肯為無形勞務付出相應價格選

購，成了花時間磨練專業的人是笨蛋，取

巧抄徑的人獲得成功。 

非但料理人的手藝不如食材的檔次，設計

師的巧思、醫師的專業，以至許多勞心工

作者的無形專業都被輕賤，無法獲得相應

的報酬，有能力者紛紛出走，產生扭曲而

畸形的標準主導市場發展。 

台灣遂成為只能靠剝削肉體勞動力賺取

微薄薪資維生的過勞血汗島。 

 

職人精神的存在是需要制度的保障和

好的營商環境，但日本 1990 年後，隨

著泡沫經濟的破滅，終身雇用制開始

有所鬆動，許多企業在十幾年前開始

採用各種方式遣散員工，導致員工對

企業的歸屬感減少，因此職人精神或

技術傳承就越來越難以在企業內部被

保留下來，敬業精神與職業操守意識

也隨之淡薄。加上日本的集體主義文

化要不斷標榜自己擁有世界第一的技

術和品質標準，以致趕工期的時候，

一線工人就不得不竄改資料來應付，

也得到上級部門的默認，導致日本持

續了長達數年乃至數十年的造假行

為。  

結果 

正是因為台灣人的忽視，使得職人們無法

得到更廣泛的關注， 我們常常聽到「一

般來講，大家都提倡的東西，就是社會所

最瞧不起的東西。」因此我們缺乏對這些

人努力的認可。 

當人們的想法改變，並且形成這種認可的

社會環境和有保障的制度時，這些擁有著

精湛手藝的職人們，才能好好的發揮，並

傳承下去。 

韓國曾對世界 41 個國家經營歷史超過百

年的老鋪企業做過一個統計，有經營 200

年以上歷史的老舖共有 5586 家，其中日

本占了 3146 家居於榜首，所以可把日本

稱為「老鋪大國」。 

支撐這些老鋪的便是職人，從這個意義上

說，也可以把日本稱作「職人國家」。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查詢彙整) 

 

參、結論 

 

   起初對於職人並不是那麼的了解，以為就是不斷執著於一件事情，但隨著查詢資料的增多，

慢慢的由淺入深後，發現職人精神，並不是如我們當初所想的那樣簡單。 

 

  所謂「職人」，狹義的說法就是手工業者，但對於現在日本社會，反而被賦予了更廣泛的

定義。隨著閱歷的資料越多，越是讓我感受到「職人氣質」就是：「追求自己手藝的進步，並

對此抱持自信，不受金錢和時間的制約，進而扭曲自己的意志或做出妥協，只做自己能認可

的工作，一旦接手，棄利益於不顧，只管使出渾身解數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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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職人們效力於知名企業，但更多的則是經營著自家的老舖，埋頭專研技藝，視幾十

年如一日，為古老的傳統手藝，發掘能融入現在社會的新活力。正因為這些佼佼者，凝聚了

對職業的熱愛，讓經歷純熟技藝的工藝品，由內而外的散發出靈魂和氣質，正是因為這樣的

職人精神，支撐著日本在戰後走向繁榮。 

 

  以設計行業為例，將對提升設計能力，作為畢生追求，反覆專研作品，並不是為了滿足

客戶需求，而是自己對於品質的要求，就現在而言，太多人是被工作被動的驅趕著，對於工

作毫無情感，過著苟且一日是一日的想法，也正因如此，在思維凝聚下產生的作品沒有溫度

可言。 

 

  好多人經歷過好像喜愛、假裝喜愛，再到厭倦的過程，對於職人精神充分了解後的我們，

發現沒有把喜愛變成熱愛那是多麼可惜的事情。如果能像日本那樣，把真正喜歡的事情，變

成職業，並衷其一生的去奮鬥、努力，把簡單的事物研磨到極致，讓普通的事物昇華成藝術，

那會是件多麼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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