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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內地《經濟日報》工作
的包剛，因工作需要常年到各地出差，機緣巧

合下開始對國產手錶着迷，自此開啟長達40年的國
錶收藏之路。「當時每年有近200天在外出差，除
了少數幾個邊遠地區外，可以說走遍大半個中
國。」工作之餘的包剛，不沾煙酒不喜歌舞，
常常一頭扎進各地博物館和舊貨市場，尋覓淘
置老物件。「我們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
人，好像天生就對年代感的東西特別感興
趣。」從收購第一塊紅旗錶開始，包剛開始
專注於國產手錶的收藏和研究。從上世紀走遍
全國「尋寶」，到千禧年後利用網絡平台蒐
羅，包剛40年來收藏計劃經濟時期上萬件不同時
期、不同廠家、不同類型600多種品牌的國產
手錶及相關史料。與普通藏家不同，他不僅
收藏國錶，更對每隻錶背後的史實如數家
珍。「我出自軍人家庭，從小的家庭教育就
告訴我，凡事不能一知半解，務必刨根問
底。所以我的收藏是邊淘錶邊學習，除收藏國錶實物外，更多是
收集國錶相關的生產圖紙、技術資料、廠史文件以及照片、票
證在內的史料，並盡力加以研究整理。」

十年求一錶終償所願
「手錶收藏屬於現代工業品收藏，這個門類可以說既大眾又小
眾。所謂大眾是入門門檻低，便宜的錶幾十元上百元就能買到；而

所謂小眾，就是和錢幣、郵票等收藏相
比，專注國錶的群體人數並不多。」作為
一名退伍軍人，他收藏了目前國內型號最
為齊全的早期國產海、陸、空三軍軍用計時
器，其中上海608軍工車間仿製的漢密爾頓
航海天文鐘和測天錶是他最為看重的兩件。
「從2009年得知某藏家手中有這兩隻錶起，
經歷了10多年漫長的溝通和等待，最終在
2022年得償所願。」包剛直言，儘管作為批
量生產的工業品，鐘錶從不存在孤品一說，
但像608軍工車間試製的唯一有軍用代號的
航海天文鐘和測天錶，只是少量在海軍試
用，從未量產，因此存世數量極少。雖然收
藏四十載，但他坦言也有遺憾。「現在唯獨
還缺1955年試製生產的天津五星錶和上海無
商標第一批試製錶，就能基本湊齊早期國錶
試製『版圖』了。」不過他笑稱，像後者只
試製過18隻，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被拍賣

到每隻18萬元的天價，實在令人望而卻步。

搶救性搜集國錶史料
隨着收藏的國錶和各類史料越來越多，包剛坦言也有過籌
建國錶博物館的夢想。他曾向自己的老領導、時任國家文物
局局長張德勤徵詢過意見，但最終因經濟條件、政策規定
等種種限制難以達成心愿。轉而求其次，包剛將自己多
年走訪各地錶廠，採訪收集到的國錶實物、史料及個
人研究國錶歷史的心得整理成書，希望有更多國人以
及喜愛和收藏中國錶的外國藏友，能更深入了解國錶

工業的發展史。「這些年從南到北，我曾採訪過許多位當年
老錶廠的職工和家屬，通過他們的講述，還原了計劃經濟時
期國產手錶生產的點滴故事。」與此同時，包剛也對當年國營
手錶廠的生產資料展開了搶救性收集。「因為很多國營錶廠倒閉

後，資料無人問津，最後都被當成廢紙賣到廢品收購站，
事實上我的很多史料都是從廢品站搶救回來的。有的資料
損毀甚至只留下隻言片語，後期都需要大量時間和精力
整理核實。」從國產錶的出身紙到設計圖，從輕工業
志到廠志，從鐘錶專業期刊書籍到新聞剪報，包剛常
常沉浸於浩如煙海的國錶史料之中，在探索光陰
故事之中忘卻了時間。

冀當代國錶用好中國元素
「鐘錶業起源於歐洲，從十四世紀開始作為皇宮
貴族的一種玩賞器。而國產機械手錶從誕生之初
就定位為實用器，雖然起步晚，但材料和工
藝水平發展迅猛，至今絲毫不遜色於歐美製
錶商。」包剛舉例，現在天津錶廠年產300

萬隻機械錶機芯，其中有多達200萬隻用來出口。「我曾經到瑞士看
過，你如果買到一隻10萬元以下的瑞士錶，機芯很可能就來自中國。」
在他看來，目前國產機械錶發展最大的瓶頸不在工藝和技術，而在觀
念。「江詩丹頓、百達翡麗把錶當成玩賞器奢侈品在賣，我們國錶的生
產銷售思維卻依舊停留在實用器上。」包剛建言，國產錶廠應及早轉換
意識，從賺低端快錢的定位中擺脫出來，
把精力放在複雜機芯的創新和生產工藝
上。與此同時，更要樹立民族品牌意識，
傳播好國錶的文化底蘊。他說：「現在一
些歐洲錶為了打入中國市場，甚至出品了
十二生肖腕錶。我們國產錶廠為何不利用
好這得天獨厚的中國元素呢？」

今年71歲的著名女中音歌唱家、中國國家一級演
員關牧村日前來到上海，沒有演出，而是帶來了一
本書，卻一樣吸引了來自各地的「牧村村民」（關
牧村歌迷）前來捧場。當日，關牧村撰寫的首部個
人自傳《我和我的歌》新書首發式在2024上海書展
主會場舉辦。 「《我和我的歌》一書講述了我的
藝術人生道路，其中包含了我成長過程中一些鮮為
人知的經歷和故事，希望給年輕人帶來啟迪，在追
求夢想的道路上堅定前行。」關牧村說。
「這次來到上海書展，看到大家閱讀的熱情很
高，我深受感染，也很感動，希望通過新書分享個
人經歷、傳遞正能量，能夠鼓勵更多人在人生道路
上不斷學習，也希望更多青年讀者走出一條有理想
和追求的人生路。」談及未來的藝術道路，她表
示，將繼續把發自內心的最美旋律帶給這個世界。
對她來說，還有一個未竟的心願，就是沒能親手把
這本自傳在百歲父親離開前交到他的手裏。

歌曲反映時代心聲
關牧村1953年出生於河南新鄉，受過良好音樂教
育的母親是關牧村的啟蒙老師。她從小就顯露出音
樂天賦，她告訴記者，要成為一名成功的藝術家必
須付出艱苦努力、打好基礎，這個基礎不單單是學
習，還包括在社會上經受各種磨煉，這是相當重要

的。 10歲時，她的母親因病去世，父親和哥哥遠
赴他鄉，她和弟弟相依為命。她回憶說：「那時候
吃不飽飯，我唯一的快樂就是唱歌。」她同樣喜愛
閱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對她影響很
大。「我閱讀時沉浸在作品的世界裏，與書中的人
物進行心靈的交流，我學會要更加堅定地面對生活
的磨難。」
她17歲進入天津市鋼銼廠，成為一名車工，一幹

就是7年。在工廠，她的歌聲深受工人和師傅們的
喜愛。「為廣大工人
們演唱，我獲得的愉
悅無法用語言來形
容。」後來，她結識
了人民音樂家施光
南，演唱了許多由施
光南及其他作曲家創
作的優秀歌曲《假如
你要認識我》《一支
難忘的歌》《吐魯番
的葡萄熟了》《打起
手鼓唱起歌》《月光
下的鳳尾竹》《祝酒
歌》等，成為幾代人
美好的記憶。

她唱的很多歌曲都反映了時代的心聲，且具有民
族性，吸收美聲唱法之長，走出了一條雅俗共賞的
藝術道路。她遵循「民族歌曲藝術化、藝術歌曲民
族化」，讓更多人通過音樂了解多元的民族文化，
也曾獲評「民族團結進步模範」稱號。
讓她難忘的是，有一次她去雲南慰問演出時一對

白族母子在車站等着她，給她看了一張18年前的老
照片。「照片中我抱着的那個孩子，正是眼前的小
伙子，沒想到他們母子一直記得我，這種情誼讓我

非常感動。」
「回首藝術人生
路，音樂讓我收穫
很多。」關牧村表
示，音樂是世界的
語言，改革開放讓
她有了更多走出國
門的機會。「我去
過很多國家進行友
好訪問和藝術交
流，每到一地，我
們的演出都受到了
熱烈歡迎。」在她
看來，每一次國際
演出與交流都是一

次中國音樂藝術的展示之旅，更是友好情誼的傳遞
與播種之旅。「這些經歷讓我的藝術生涯更加豐富
多彩，也讓我深刻體會到音樂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
獨特作用，並感受到音樂的強大力量。」
關牧村的歌聲傳唱到海外，受到許多華僑華人的
喜愛。「我還記得1994年赴美參演，反響熱烈。一
名台胞還在當地報紙上發表觀後感提到『興奮得一
夜無眠，現場鼓掌把手都拍腫了』。」 ◆中新社

「在中國手錶工業初創時期，雖然產量很低，卻呈
現百花齊放的景象。」包剛介紹，中國手錶工業發展
的前 30 年，大致經歷了初創時期（1955 年至 1962
年）、發展時期（1963 年至 1973 年）、統機時期
（1974年至1985年）。其中，在初創時期的七年，
由於受國內私營經濟「公私合營」改造、「大躍進」
運動、「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等歷史事件的影響，中
國手錶工業也經歷了大致三個階段：一是「從無到
有」，第一批手錶廠（俗稱「老七廠」）建設投產；
二是全國各地興起造錶「大躍進」，十幾個城市生產
出「試製錶」；三是自1960年起國家提出「調整、
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輕工部加強對手錶
工業發展的統一管理，要求除天津、上海、北京、遼
寧、南京、廣州等國家投資建設的錶廠繼續生產外，
其他省市的手錶生產項目全部下馬停產。

包剛說，根據《中國計時儀器通史》及各省市地方
志書等史料記載，除天津、上海、北京、遼寧、江
蘇、廣東等經濟發達省市的鐘錶企業試製生產手錶
外，黑龍江、山東、河南、陝西、湖北、重慶等地的
鐘錶企業在大躍進時期也都試製生產過手錶。只是這
些企業試製錶生產時間短、產量小，在經過60年的
歲月後，試製錶實物或是沉澱於私人藏家手中，或是
因損壞而湮滅，很難為世人所見。「國產錶初創時期
的試製錶，基本是通過逆向仿製瑞士、蘇聯、美國等
外國手錶，以半機械半手工方式生產，其產量很低；
從技術角度看，這些試製錶大多沒有生產技術規範，
零部件不能通配通
換，其技術性能無
法與後來的錶廠正
規化量產型手錶相
比 。 」 但 包 剛 認
為，若從國錶工業
發展歷史的視角來
審視，它們無疑是
彌足珍貴的國錶活
化石。

「新中國從1955年開始發展自己的製錶業。國產手錶的發展

史，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輕工業體系發展的一個縮

影。」著名國錶收藏家、《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國產錶收藏與研究》

一書作者包剛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自己40年

來收藏國錶，整理並發掘國錶歷史，就是希望透過點滴光

陰故事，展現新中國手錶工業從無到有、從有到優、從

優到強的發展歷程，也向勇於奮鬥的大國工匠致敬。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宋偉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國錶收藏家包剛見證國家輕工業發展

藉光陰故藉光陰故事致敬大國工匠事致敬大國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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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歌唱家關牧村著名歌唱家關牧村：：把發自內心的最美旋律帶給世界把發自內心的最美旋律帶給世界

◆歌唱家關牧村 中新社
◆關牧村首部個人自傳《我和我的歌》新書首發式日
前在上海舉辦。 中新社

◆《中國計時儀器
通史》及各地方志
書史料是包剛開展
研究的理論基礎。

◆包剛收藏的1959年
5月 19 日《文匯報》
關於手錶製造業飛躍
發展的報道剪報。

◆包剛收藏的1955年4月2日《文匯報》
關於我國開始自製手錶的報道剪報。

◆◆東風牌手錶是新中國成立東風牌手錶是新中國成立
後廣州生產的第一隻手錶後廣州生產的第一隻手錶。。

◆◆七一牌手錶是新中七一牌手錶是新中
國成立後南京生產的國成立後南京生產的
第一隻手錶第一隻手錶。。

◆◆首都牌手錶是新中國成立後首都牌手錶是新中國成立後
北京生產的第一隻手錶北京生產的第一隻手錶。。

◀包剛最看重的兩件藏品是
上海608軍工車間仿製漢密
爾頓航海天文鐘和測天錶。

▲2018年，包剛（右）採訪
時年93歲的西安風雷儀錶廠
第一代製錶師陳紹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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