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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国际海洋城涛雒镇修表人马承德
今年 56 岁，30 年前他跑到连云港跟表哥学
来这门手艺。如今，他跟着集市跑，一辆三轮
车，一个橱窗，一把板凳是他的家伙什。

1 月 23 日上午，他来到了巨峰大集。他
的摊位在集的最北边。马承德左眼夹着放大
镜，左手拿着一块表，右手拿着一把早已磨
得发亮的镊子，小心翼翼地修表。

摘下放大镜，左眼框上能看到磨出来的
红色印迹。他的双手则皴得很厉害。

“来这个大集，我都选择在这儿，不能换
地方，否则知道的人来找我不好找。”马承德
说。天寒地冻，他穿着厚厚的大袄，腿上绑着
骑摩托车时用的护腿。

在他的操作台前，镊子、吹尘器、开表器
等工具小巧玲珑。机械表、电子表、钟表，各

种表他都能修。
修表是一项费时耗神的工作。修理前，

看外观，拨弦，根据经验判断坏在哪里。然
后，把钟表零件一件一件拆下来，找出问题，
一点一点地清洗，再擦拭干净，采取不同的
修理方法。一趟大集赶下来，往往连一块表
都修不完。

上世纪 70 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
收音机是年轻人结婚必备的“三转一响”。这
些东西需凭票购买，戴手表的人总卷起袖
子，手腕抬得高高的。那时，手表属于高档商
品，修手表也成了很多人羡慕的职业。

而如今，手表的“地位”早已一落千丈，
修表人的收入也大不如以前。“我现在就是
大集时出来，平时在家养猪，差不多养了二
三十头吧。”马承德无奈地说。

30 年前，为学修表手艺专门跑到外地，
而如今却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地。“年轻人现
在没有学这个的，不挣钱啊。”马承德说。时
分秒针转动，如同时光流转，带走了属于修
表人的“光辉岁月”。

马承德在略显简陋的工作台前伏案修表。

马承德摊位上摆放着各式手表。 跟着大集走，马承德与他的
修表摊颇引人关注。

时光流转修表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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