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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陈大伯在卧室一个老箱子里，捧出厚厚
一层浅黄色麻布，里三层外三层打开。“到死我也舍不得
扔啊，当年这东西很金贵的！”

这是男式女式两块机械表，保存得蛮好，男表仅玻
璃有磕碰痕迹，女表表带找不到了。

两块表正面都印有“西湖”的拼音“XiHu”，背面则印
有“杭州手表厂”“全钢防震”字样，其中男表还印有“英雄”
及拼音“yingxiong”字样，女表背面刻了西湖一处景点。

陈大伯72岁，1970年，他人生的第一块表，是拿一口
100多斤的猪换的。

那年的陈大伯 26 岁，结婚不久，儿子 1 岁左右，可谓
喜事连连。那个年代流行的“四大件”：缝纫机、电视机、
自行车和手表，他只缺手表了，也数手表最难买。

当年全国知名的机械手表，有上海的上海牌、钻石
牌，天津的海鸥牌，而陈大伯最中意的是杭州手表厂的
西湖牌。“那时候不少杭州人都爱买咱们杭州自己的牌
子，修起来也方便！”

当年陈大伯在蒋村生产队，认识一个在杭州亨得利
钟表店当学徒的朋友，朋友说可以帮他弄一块表，陈大
伯一听，相当欢喜。

拿什么买呢？陈大伯当时在生产队出10个工也就6毛
钱。一狠心，把家里的猪卖了，卖猪的34块钱，买了块西湖
牌男表。5年后又给老婆买了块西湖牌女表，花了53块。

两块表戴了40多年，两年前，陈大伯的表终于停了，
上发条也没用，想找杭州手表厂维修，可怎么也查不到
厂子去了哪里。找到钟表店，维修师傅说，表太老了，零
件买不到。

陈大伯很想知道，西湖牌手表和杭州手表厂，现在
还有吗？

我从网上查到了现在的杭州手表厂——2000 年已
经改制为杭州手表有限公司。2005 年底，吴山广场改造
后，杭州手表有限公司也恰逢转型升级，从表厂转型变
成国内举足轻重的机芯制造商，搬到了崇贤工业区向阳
板块。

老的杭州手表厂成立于1972年，生产的三针“西湖”
统机手表，曾是那个年代杭州最紧俏的商品之一。

1972年建厂，为什么陈大伯1970年就买到手表了？
公司副总王奇说，当时手表厂正式成立前设有筹建

处，也生产过手表，陈大伯的表有可能是在表厂筹建前
期买的。

1985 年 8 月 12 日，《人民日报》头版曾刊发题为《西
湖手表在全国夺魁的一个奥秘》的报道，其中提到，西湖

记者 蒋大伟 王真 金洁洁

昨天 9:02，赵先生来电：机神新村有一辆面包车，可能
是辆僵尸车，总是停在路边一家花圈店旁边，有时候里面
还放着棺材，我们好几个邻居都看到过，你说吓不吓人!

昨天中午在机神新村附近，看到这辆长安面包车，但
看上去不像僵尸车——轮胎和刹车都有最近使用的痕迹，
前玻璃还贴着今年的保险和环保标志。贴着车窗玻璃看，
后排座椅都拆了，几块毯子盖着，并没看到棺材。

十几米外花圈店老板姓赵，他说车是他的。
“每年夏冬两季，老人去世很多的。”赵师傅说，杭州人的

风俗，老人走了，遗体要在家安放几天再送殡仪馆，天气热肯
定要用冰棺。赵师傅说，冰棺平时放在租来的仓库里，有需要
他就开面包车拉过来，“有时候偶尔会在面包车里放一放”。

我把居民反映的情况告诉他，赵师傅点了点头，“一般
人看到是会慌的，我也尽量用毯子盖在上面。”赵师傅说，
他和父亲干这行这么多年，很多附近老人的后事，都是他
们帮着家属一起来完成的，人总有生老病死，也少不了他
们这一行，大家互相理解很重要，以后他也会多多注意，不

把冰棺放在这里。
赵师傅还说，夏天冰棺用得多，一方面是为了停放保

存遗体，另一方面，夏天去世的老人很多。
昨天走访了其他几家花圈店，得到的说法和赵师傅差

不多。
开了八九年花圈店的齐师傅说，每年冬至和清明，一

个从热到冷，一个从冷到热，天气突然转变，去世老人比平
常多，就他了解，百分之六七十是心血管毛病引起的，“越
是大热天和大冷天，反而走的不多，因为可以开空调了，可
是开空调之前，走的人特别多。”

杭州市殡仪馆做过统计，夏天和冬天，死亡率较高，平
常一天火化 30 多个，夏季平均每天 50 多个，冬季平均每天
60 多个，大冷天比大热天更忙，一些老年病，比如高血脂、
高血压、心脏病等一些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率特别高，尤
其在季节转换的时候。

一直有一种说法：每年冬至和夏至，一些年纪大身体
弱的老人很容易出事，有些夏至前身体还好的，临近夏至
突然就不好了，有些老年人冬至左右身体特别不舒服，过
了一两周，人又会好起来，所以一直有人说“熬过冬至，就
是又熬过一年”。

对于这些说法，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医
学科主任张茂主任医师说，这个现象目前没有做过专门的
调查和统计，不能说一定就是这样，但从医学上来解释，有
一定的道理。

“下周二 6 月 21 日是夏至，我们都有感觉，前几天温度
和气候还是很舒适的，越临近夏至，气候越不舒服，特别闷
热。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人本身就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基
础疾病，他们会特别不舒服。

“在现在这样闷热潮湿的天气里，心脏、大脑等脏器的
耗氧量加剧，新陈代谢加快，对血液循环系统有很大的影
响，心脏负担会加剧。有心脑血管病史的患者，血管的自
我调节能力又比较差，容易发生急性冠脉综合征等险情。

“所以有些人夏至冬至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
怎样预防夏至和冬至等大热大冷的日子发生意外？
张茂主任建议，我们要主动适应环境，天热又潮湿，要

开空调制冷抽湿，天气冷了，及时添加衣物，减少外出。
“还有一点很重要，平时有基础疾病或者体质比较弱

的，最好在夏至和冬至前一周到医院做个健康检查，对自
己的健康状况心中有数。高血压和心脏病等慢性病患者
及时了解自己的最新病情，调整药量。”

当年一口猪换来的西湖牌手表
走了44年终于走不动了
现在杭州手表厂还在吗？能修吗？

小区门口“僵尸车”里放着蛮吓人的东西！

陈大伯来电：我有两块手表，杭州手表厂的，已经 40 多年
了，现在手表不走了，想问一下现在杭州手表厂还在吗？我想
拿去修。

记者 董吕平 牌手表在 1984 年全国机械手表质量评比中获第一名，
成为全国包括上海生产的“上海牌”手表在内的几十家
手表厂赶超的目标。

那时候刚刚进厂，如今已是公司常务副总的李小
荣回忆，“当时真是你追我赶，能击败上海牌手表，是我
们西湖牌手表最自豪的历程之一。”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石英表的流行，机械表渐渐淡出
市场，全国38家手表厂，只有杭州手表厂不曾停产。

前天下午，我赶到崇贤，参观了杭州手表有限公司
的无尘车间、动件车间、夹板车间等，其中无尘车间让
人印象最深，100 多员工正在里面流水化作业，从玻璃
外往里看，他们的操作台上机器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把
头靠在机器前，神情专注。

“从生产手表的原材料、制作零件、机芯到成表，最
高规格达到1500多道工序，几乎都在无尘车间完成，而
整个手表的100多个零件中，除了人造宝石、防震器、以
及属于特殊金属材料的游丝、发条外，其他所有零件都
可以自主生产。”李小荣说。

前不久，杭州手表有限公司再次高调出现在公众
的视野。6 月 8 日快报《新经济》报道过，公司发布了全
新的7000型机芯，其市场“假想敌”，则是目前整个机械
腕表市场上经典的瑞士 ETA2824 机芯和日本 8205 机
芯。公司现有800多个员工，每年制造机芯产量百万个
以上，一半以上用于出口，主要到亚洲和拉美，而在欧
洲，一些德国品牌也在使用杭表的机芯。

如果有读者手里珍藏着当年的西湖牌手表坏了，
可以拿到杭州手表有限公司门市部（地址在青年路 27
号），那边的师傅可以修。

陈大伯和老伴的一对西湖表

现在的杭州手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记者 严嘉俊 摄

新市井故事·机神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