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表时江师傅摘下老花镜，戴上能将零部件放大

五六倍的单眼眼罩。这种眼罩要用眼皮夹住，记者试了

试，觉得挺有难度。江师傅则感叹：“老喽，年轻的辰光

哪里需要戴眼罩啊！”印证年华老去的还有满头银发，在

低矮的日光灯下，分外耀眼。

修理时间的人逃不脱时间，反而更容易感受到时间

带来的变化。

江师傅本名江三元，初入行才十七八岁，家中排行

老三，70届。由于大哥、二哥插队落户，补贴家用的担子

就落到他肩头，只好夹起青春期的尾巴做学徒。幸运的

是，沈三元踩准了上海钟表行业的青春节拍。

上海手表二厂旗下欣迪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永

明告诉记者，从70年代直至1990年代初，全国各地钟表

厂多采用上海的机芯，鼎盛期，上海四家手表厂的销售

量占据了半壁江山。他回忆，到1995年，上海手表厂生

产了1.2亿只上海牌，手表二厂的宝石花牌也累计生产了

4600万只。据统计1980年代，每6块手表里就有一块上

海产，手表和缝纫机、自行车并列为“结婚三大件”，需凭

票购买，“一百个人能轮到一张吧。”

至今，叶永明等人还津津乐道于那段“像涨潮一

样”的日子。

销售热自然带旺了修理业。江师傅是1984年来到上

海手表厂维修部董家渡路店的，他用“踏破门槛”来形

容那时的盛况。“摔坏的、进水的、生锈的、拔发条用力

过猛的、被车子压过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毛病都有。”

江师傅说，修表比做表还难。因为机械表为手工制

作，烙有匠人的个人印记，一旦损坏，唯有技术高超、经

验丰富的老法师方能打磨出相配套的零件。“表壳、后

盖、机芯要老师傅用车床一件件车出来，所以讲，修机械

表跟量身定做新表是一样的。”

反复的拆、修、装中，江三元变成江师傅，黑发变

白发。他也目睹了钟表业的进步。例如，普通手表有17

钻，上海牌手表则为19钻，“钻数指手表里的宝石粒

数，反映手表质量。17钻其实就够了，但上海牌偏要多

加两粒，显示它档次高。”而现在，多数机械表都是35钻

的。但市场，已经冷清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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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

弹棉花、修手表、绷棕床，这些老手艺曾经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随着

现代化进程，手工艺的没落，它们很多已经消失。下期，“最后的老手艺”将

替您寻找这个城市里还仅存的手艺人。

机械表的青春节拍

涨潮般的销售量，兴旺了的修表行

据记者了解，形势并不悲观，这两年机械表的销售和

修理有回潮趋势。叶永明透露，原先因滞销而积压的上海

牌、宝石花等国产机械表，库存差不多已消化完毕，同时，新

款机械表销售情况也良好。记者采访的当天，就有人买去了

开价万元的上海牌陀飞轮。

叶永明也搞修理。由于是上海手表二厂的老牌子和老

班底，慕名前来者甚多，办公室电话常响个不停，以至于他不

得不定出个原则：只负责维修自己卖出去的表。“实在忙不过

来。”江三元师傅也证实，机械表的修理的确在回潮。

原因有好几个。首先手机普及，电子表的市场也大幅萎

缩，反而是手工制作的机械表有了生机。“佩戴中高档的机

械表，有助于提升身价和品位。”叶永明说。同时，再高档的

表，即便买来收藏，也不应空放着。“机械表还是要用的，用了

才有生命。”而使用难免有磨损，这需要维修；即便零件未受

损，隔几年也要用汽油擦洗一次。于是，修表行业随之繁荣。

另一个趋势是，身怀绝技的修表匠如今很吃香。“电子

表便宜，坏了就扔掉。普通机械表戴的人少，主要修理高档

表。”而像瑞士表，技术水准高，维修难度大，只有靠老法

师。“好的修表匠是稀缺的。”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关注。上海工业技术学校就拟于今

年重开精修钟表专业。该校培训部负责人李世刚表示，由于

高档表、机械表的销售日旺，对维修的需求也在上升。令人

头疼的是价格始终降不下来。“很多名表必须到瑞士配零部

件，人工费加运费，当然极其昂贵了。”反过来，如果国内能提

供到位的修理，何愁生意呢？

但目前老法师多退休，每年通过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钟表技能鉴定考核资格的师傅也仅三四百人，远远满

足不了需求。“重开精修钟表专业的呼声其实来自于高档手

表企业。”李世刚介绍。上海工业技术学校也一直在搞业余

培训，报名者踊跃。既如此，重设精修专业也就摆上了议事

日程。

据悉，该专业将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设，计划招收40名

学员，他们还会和手表企业合作，直接提供人才。“这个重新

焕发新生的行当是很有潜力的，年轻人经过几年努力，月入

可达七八千元。”李世刚说。看来，修表匠复兴在望，江师傅

的担忧将逐步减少。

寻找生活里的消失与重生

田英治：湖南省永顺县石堤镇位于永顺县东北部，省道

1801线和张罗公路在境内交汇，是湘、鄂、渝、黔边区重

要的农产品加工贸易重镇。老彭一家世居石堤镇，以弹

棉花为生。

雪薇：刘克明现年56岁，是天生的盲人，但人却非常聪明，

从小就开始学习编织技术，能编织各种精致的篾器。

@生活周刊：北京有一位修钢笔的老爷爷，拿手戏是“点

笔尖”，“就是把比小米粒还小的白金和铱金合成的小圆

球，用氩弧焊焊在笔尖上，再一破两半。但由于用钢笔的

人越来越少，修笔业不景气，所以生意清淡，徒弟也相继

离去......

@王小石头儿:读起来有点伤感，工业化带给人类效

率的同时，也带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

@丁云生winson:回家翻翻抽屉，找找用坏的但侥幸

还没有被扔掉的钢笔，去找老人修修钢笔，走近历史。

@摘星手010：像一个古老的契约，修钢笔的师傅和

客户，都是日渐远去的传统文明守护人。 

（以上图文来自51.com网友和生活周刊网友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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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修专业将重开

1990年代电子表兴起，几乎一夜间，把国产机械表

冲击得溃不成军。叶永明记得很清楚，上海各手表厂也

进军了电子表市场，却终因款式、营销、质量等因素而相

继沉寂。江师傅也发觉，从那时候开始，来修电子表的

人日益增加，表芯，也以日本、瑞士、美国的为主。国产表

芯一度淡出了视野。

所幸，他的日子要好过些。因为表总会坏的，也就总

有人找到江师傅。但修电子表不太“过瘾”。

机械表分全自动和手工上条，手工上条又分单

机、单历和双历。“光单机就有大约140个零件，全自动手

表就更多了。”这些零件组成了振动、擒纵、传动轮等系

统，内部结构复杂，足以把外行绕晕。“我们当初怎么学

的？全部拆开，再装起来。”最初，带教老师丢过来一只

锈成一块的闹钟，宣称把它修好就算出师了。徒费了大半

天江三元才搞明白，这个钟是修不好的，老师意在提醒

他，手艺绝非轻易炼成。

电子表则简单些，主要是集成电路、步进电机、电池

等。而且，由于是流水线生产，规格统一，如损坏，换零部

件就行，无需量身定做。江师傅还会遇到哭笑不得的顾

客，硬说自己的表坏了，实际上，只是电池耗尽而已。

尽管技术含量下降，江师傅却从不马虎，哪怕是廉

价电子表，只要找到他，也认真维修。修不好，他甚至不

敢收钱。这是一位手艺人的尊严。但无奈的是，当下的社

会对手艺人似乎缺乏尊重。“经常有来揩油的，最好一分

钱不出，想尽办法瞒你，明明摔过了，硬说没有。表是不

会讲话的，我说服不了他，只好不修。”这也是为什么，江

师傅注重回头客。

江师傅还觉得，很多地方对时间本身也怠慢了。二十

年前他从十六铺搬到浦东后，每天坐渡轮上班，从前7分钟

一班，现在要等人满才开船。“人生3万个钟头，每天少说浪

费半小时！”对时间的白白流失，钟表匠是耿耿于怀的。

不过，江师傅最忧心的莫过于谁来继承他的时

间。他带过徒弟，但多已转行，“修表是很枯燥的，需要

细致、耐心，年轻人哪里有？”至于自己为什么能干40多

年，在记者的追问下，他回答：“天性是讲不清楚的，就是

热爱这一行。”

很多地方对时间本身也怠慢了。二十年前

从十六铺搬到浦东后，每天坐渡轮上班，从

前7分钟一班，现在要等人满才开船。“人生

3万个钟头，每天少说浪费半小时。”对时

间的白白流失，钟表匠是耿耿于怀的。1.江师傅专注于时间本身，让他忘却了身外的世界。

2.时间在流逝，钟表匠对时间的敬畏却从未消逝。

3.几十年以来，江师傅的钟表店一直被“时间”所包围。

4.这个获奖的搪瓷缸，江师傅一直保留在身边。

5.在各类钟表的伴随下，江师傅度过了半个世纪。

在您的生活中，总有些曾经消失的东西。如果您愿意用图片和文字记录它的美

好，您可@生活周刊微博和登陆51.com上传图片或文字给我们，一经刊出，将

得到由 提供的无线鼠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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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艺人的尊严与敬畏

天性热爱修表，尊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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