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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手表起步，独立研发立身

1955年3月，在天津的一间小屋子里，传来了均匀又有
节奏的“滴答”声，几名工人欢呼着，激动得流下热泪。

“滴答”声来自中国第一只国产手表——“五星表”。
第一只国产手表的研制，要从天津怡威表店师傅张书文
说起。

张书文当时40岁左右，是一位修表的“老师傅”。有一
次，一位外国商人拿着一块国外名牌手表来表店修理。
经张书文检查，是其中一个零件损坏了。但当时表店里
没有这一零件，张师傅便手工制作了一个装配上，和原
厂生产的几乎没有差别，走时准确度丝毫不受影响。外
国商人赞叹不已，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张师傅说：“可惜你
们中国不会制作手表。”这句话深深刺痛张书文的心。

解放初期的天津，钟表工业开始复苏。一大批修表
出身的工人主要集中在生产“象球”牌木钟的公私合营华
北钟厂和生产“金鸡”闹钟的华威钟厂。张书文多次去华
北钟厂找公方厂长杨可能，说服他研制手表。经过反复
沟通，1954年底，天津市轻工业局批准成立手表试制组。

试制组除张书文外，还有华北钟厂的江正银、孙文
俊和华威钟厂的王慈民。他们带着400元研制经费，在一
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只有4台陈旧简陋的机器，就开始
了研制工作。没有图纸、资料，他们找来一位熟悉精密
仪器制作的人来当“顾问”，可这位“顾问”来到试制组，只
说了一句：“凭这种条件搞手表，根本不可能。”

试制组并没有放弃。然而，遇到的困难比想象中的
更多。手表的140多个零件中，最薄的比纸薄，最细的像
针尖，最小的比小米粒还小，而孔径轴径的误差比头发
丝还小，齿轮的啮合不是靠计算模数，而是靠眼力，靠
手工的精细。这些困难并没难倒试制成员。经过几个月
夜以继日的攻关，终于制成第一只国产手表。

自此，国产手表走上了自主之路，手表厂在各地纷
纷建立。1958年，上海手表厂成立。当年7月，上海牌手
表首次上市试销，一开门，100只手表就被抢购一空。为
确保手表走时精准，上海手表厂检验室里的技术员把只
有火柴头大小的齿轮放在测验器里，放大100倍，再核对
每个齿轮的精密度，使齿轮上的每个齿都做到误差不超
过一根头发丝的1/7。

不过，当时国内各大表厂生产的手表均是以国外手
表型号为蓝本仿制而来。直到上世纪 60年代中期，国内
各表厂才开始自主设计、研制手表机芯。天津海鸥手表
集团公司的前身天津手表厂，于1966年8月设计、研制成
功“ST5型”机芯。这是中国第一款自主设计的手表机芯。
装配该机芯的“东风牌”手表于 1969年投产，1978年产量
达120万只/年。

紧随国际潮流，产品不断升级

改革开放后，外国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国产手
表被迫和进口手表“同台打擂”。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大量日本的石英电子表涌
进，日本手表走时相当准，1个月相差1秒、几秒，而机械表
1天的误差就是十几秒甚至二十几秒。除了走时准确，石
英表款式新潮。消费者争相购买石英表，机械表的市场一
落千丈。”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国璋回忆说。

传统手表厂纷纷开始转型，也涌现出一批新兴国产
手表品牌。1987 年，乘着经济特区发展的东风，飞亚达
在广东深圳诞生。

创立伊始，飞亚达就选择了和传统钟表品牌不一样
的路子。飞亚达公司总设计师孙磊告诉记者：“当时，国
内大多数老牌手表企业主要还在生产机械表产品。‘初生’
的飞亚达则紧随国际手表业技术发展潮流，选择从走时
更为精准、工艺更为复杂的石英表产品做起。”

飞亚达应用新技术，使用精密工艺，生产出了一系列
国产钟表业的“首创”产品，如国产品牌第一个蓝宝石抗磨
损镜面、第一块硬质合金表、首批使用精密陶瓷材料制作
手表……

进入新世纪。伴随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快速发展，为
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生产一款合适的手表迫在眉睫。

2001 年，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对国内诸多手表品牌
进行了考察和测试，希望找到合适的航天手表生产合作
伙伴。经过一系列严苛的破坏性实验，飞亚达在此次航
天部门的市场盲测中胜出，开始承接中国航天表的研制
工作。

“航天表的设计开发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孙磊介
绍，在此之前，一块航天表需要具体符合怎样的技术指
标，航天部门和飞亚达都没有现成的标准可借鉴，一切
只能靠着双方团队从头干起。

“在设计过程中，包括表盘、表针的时间显示方式，
手表耐极温和强磁场应达到怎样的标准和状态，航天表
开发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设计团队的反复推敲测试。
在不断调整平衡扭矩及增强抗冲击能力之后，我们最终
打造出了符合中国航天事业需求的手表。”孙磊说。

2003 年，航天员杨利伟乘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进入
太空。在杨利伟征战太空的旅程中，他的左手手腕上佩
戴着一块黑色手表，这便是中国第一只航天表——飞亚
达“神舟五号舱内航天服表”。

“我们的航天表能够抗住舱内外气压、温度的剧烈变
化以及强磁场、高辐射等挑战，是能够经受太空严苛考
验的手表。”孙磊说。

此后，飞亚达航天表的专业设计不断取得技术突
破，从舱内到舱外，服务中国载人航天多次任务，见证
诸多历史时刻，包括神舟七号中国首次太空行走、神舟十
号完成首次太空授课、神舟十二号开启属于中国人的空间

站、神舟十三号创下中国航天员最长太空驻留记录等。

融入东方美学，走向海外市场

“如今，手表的计时功能在弱化，但是它的收藏功
能、时尚功能、文化传递的功能在强化。”董国璋说，“现
在绝大部分人习惯用手机看时间，手表必须和文化、时
尚结合在一起。”

上海牌手表把自身的历史文化与东方美学融入到产
品中，推出了充满上海风情的石库门系列，还借鉴上海
市花白玉兰元素，为女性消费者设计了一款手表。“消费
者反馈很好。”董国璋说。

飞亚达推出了敦煌主题手表，这与孙磊几年前的敦
煌之旅有关。

2018 年，作为公司总设计师的孙磊带着设计团队来
到敦煌莫高窟采风。此前，孙磊对敦煌和莫高窟的印象
还只是停留在纸面和影像资料之中，而当他踏上这片土
地时，大漠孤烟的恢弘苍凉和洞窟壁画的美轮美奂强烈
震撼了他。返回深圳后，孙磊从敦煌艺术中撷取主题灵
感，带领团队设计推出了敦煌主题手表，采用手工掐丝
珐琅工艺，再现了胡旋舞、莲花藻井与九色鹿等敦煌文
化精髓。

孙磊说：“提起敦煌壁画，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就是
‘飞天’，这象征着古人对遥远天空的无尽想象。我们希望

通过精密的制表技术，将千百年来国人对天空的想象浓
缩于手表的方寸之间。”

如今，国产手表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走向海
外，获得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认可。

瑞士巴塞尔钟表展是世界上最大的钟表珠宝展之
一，百达斐丽、劳力士、萧邦等知名品牌是该钟表展的
常客。“从 2002 年开始，飞亚达便积极参加巴塞尔钟表
展。但在当时，飞亚达在海外的品牌知名度不够，只能
在展馆边缘的6号馆，和一些做手表配件的参展商一起展
览。”孙磊谈起当时的窘迫。

近年来，随着原创设计和工艺创新上的精进，飞亚
达在海外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市场逐渐拓宽。2011
年，飞亚达正式进入巴塞尔钟表展的1号国际品牌馆，成
为主办方认可的国际品牌。

海鸥在瑞士巴塞尔钟表珠宝展“一鸣惊人”。2008年4
月，海鸥参展时，一家外国公司投诉参展的“双陀飞轮
表”关键部位抄袭，限时让海鸥提供证据，否则将面临“当
即清场，来年不准许参展”等处罚。经瑞士专家严格鉴
定，海鸥的设计不存在侵权，这场胜利，也标志着中国
手表工业的升级。

飞亚达表已销往法国、德国、新加坡等 29个国家与
地区。“我们将坚持以航空航天为特色，在制表工艺上持
续守正创新，研发更多中国人自己的手表产品，进一步
拓展海外市场。”孙磊说。

从古代的日晷、水钟、滴漏，到
近现代乃至当代的怀表、腕表、智
能手表……计时工具的变革凝结
着人类的智慧。时间的轮回里，也
标刻着中国制表工业的成长印迹。

与一些手表工业强国相比，
国产手表的历史并不长。上世纪
50 年代，第一块国产手表“五星
表”问世。自力更生、矢志创新为
中国手表工业积淀丰厚家底。从
驾驭复杂技术，到探索新材料、新
工艺，凭借数十年间的人才和技
术积淀，中国手表工业不断向着
手表高端技术迈进，不仅攻克了
世界钟表业三大复杂工艺——陀
飞轮、万年历、三问，还在此基
础上研制成集合陀、万、问的超
复杂腕表，在复杂结构腕表领域
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日趋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为
国产手表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航海表、飞行员表、潜水表、运动
表……中国手表工业不断推陈出
新，适应市场需求并主动开发新
场景。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及审美
潮流的变化，手表也开始朝着首
饰化、时尚化方向发展，成为时尚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用户
提供更精密计时功能的基础上，
中国手表制造业锐意进取、应变
求变，在佩戴感受、时尚搭配等方
面下功夫，给予用户全新的消费
体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
造需求的良好局面。

深挖文化内蕴，为国产手表
注入文化内涵。近年来，不少国
产手表将中国元素运用在设计
中，推出“国潮”手表。去年进博

会上，“大闹天宫”“复兴·九曲映
月”“大艺术家·虎入奇境”等系列
腕表亮相，这些颇具巧思的腕表
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灵
感，将其巧妙融入工艺设计，打
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牌形象，赢
得了市场的广泛青睐。从注入中
国气韵入手，培育民族品牌，日
益成为国产手表的方向。

但也要看到，中国手表行业
在品牌建设上还存在差距。让国
产手表迈向更高水平，需要的不
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和提升，还
需要对手表制造过程的深刻理解
和领悟以及对材料、设计的精准
掌握，这更需时间的沉淀。国产
品牌应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方
面不断突破，打造自己独特的品
牌形象和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

手表品质和工艺水平，在竞争激
烈的手表市场中站稳脚跟。

时间和计时器，是一个咏叹
不尽的话题。中国手表工业的指
针走过 60 余载，手表品类与性能
在不断变化，而不变的，是中国品
牌与时俱进、精益求精、刻画时间
的决心。如今，智能手表、“互联
网+”引发全球钟表产业再分工，
催生制造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围
绕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
日趋激烈，对中国制表业而言，既
是严峻考验，也意味着无限机
遇。把握时机，炼好内功，中国手
表品牌一定能在世界市场上焕发
别样光彩。

陀飞轮、万年历、三问，被称
为机械腕表的三大复杂结构，它们
究竟有何神奇之处？

陀飞轮是一种钟表调速装置，
是为抵消地心引力对钟表擒纵系统
机件造成的误差而设计的。普通的
机械表，由于受到发条松紧度、金
属疲劳、地心引力等因素影响，误
差较大。陀飞轮调速器，可以不受这
些影响，年误差低于1秒，也是唯一
可以达到天文台级别的机械表结构。

机芯中的陀飞轮装置有70多个
零件，重量却不足1克，且全部由
纯手工组装完成，只有资深的钟表
技术大师在高倍放大镜的辅助下，
才能完成如此复杂精密的组装。

机械表的万年历，是人类对齿
轮、凸轮和杠杆精妙的组合运用。
通过一系列机械组合，万年历腕表
可以识别大月小月、平年闰年，绝
大部分万年历腕表只需要一世纪调
一次。

要制作一块万年历腕表，需要
大量机件，而且大部分都是异形
件，必须手工打造。这也使万年历
腕表存世稀少。即便是在科技发达
的今天，万年历表依然是少数人拥
有的贵重物品。

三问表是报时表的一种，有500
多个零件，可以通过发出声音来告
知当前的时间。它发出的三种声
音，分别代表“时”“刻”“分”。通
常来说，低音调报时，中高音调报
刻，高音调报分，是声学与动力学
运用的成果。

三问表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
是正常的走时系统，一部分是三问
报时系统。两者是独立的，分别使
用各自的发条。走时系统使用主发
条，三问报时系统使用副发条。也
就是说，即使三问表没有走时，启动
三问报时系统也还是能发出声音的。

（本报记者 康 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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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公司的钟表维
修技师正在装配手表。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飞亚达钟表大厦展厅
内展示的各款手表手稿。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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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鸥公司的钟表匠人在检测手表零件。
海鸥公司供图

▲集合陀飞轮、万年历、三问三大复杂装置的
海鸥高级腕表。 海鸥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