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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摄影 本报记者 刘欣

前不久，“钟表与精密制造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暨天津市非遗传承基地李秋生工作室”在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揭牌。

李秋生是谁？他与钟表有着怎样的故事？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一直致力于钟表与精密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随着天津

市非遗传承基地李秋生工作室的“落地”，当“古法”与“现代”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钟表作为时间的见证者，承载了
人类文明的智慧和艺术。而清代宫廷
钟表更是我国钟表文化的瑰宝，它们
以精湛的工艺、独特的设计和丰富的
文化内涵，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和审美情趣。
发条启动，在中国民间乐曲《茉莉

花》的优美旋律中，流光溢彩的宝塔钟
一层层慢慢升起。这件升起后高达
134厘米、不含任何电子器件、完全通过
发条和机械传动发声的九层六角宝塔
钟，是清代宫廷钟表的代表，也是李秋
生参与修复过的众多故宫钟表之一。
修复文物，是穿越古今，与那时的

人和物进行对话的一段特殊旅程与神
奇体验。

今年70岁的李秋生是天津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清代宫廷钟表修复
与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在从
业的40多年时光里，他凭借精湛的手
艺和匠人的执着，让4000多台钟表重
获新生。从1994年开始，他参与修复
了近百个故宫钟表，完成了一个又一
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李秋生自幼随父在家学习修钟、
制钟。爷爷曾在清宫做钟处工作了
15年。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机修的
工作经历、机械制图与相关古董珠宝
鉴定的学习，再加上个人的兴趣爱好、
悉心钻研，让李秋生的技艺越来越纯
熟，成为国内古钟表修复领域响当当
的人物。

2022年4月，他接受故宫与颐和
园的邀请，参与修复一对部件残缺且
顶部有缺失的升降塔钟。与他联手
的正是有着“故宫男神”之称的古钟
表修复师王津，以及在颐和园工作的
李秋生的徒弟王光苏。这一次，钟表
齿轮连轴缺失——是3人面对的最
大难题。
“钟表是机械极为精密的仪器，哪

个齿轮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体转动。
不同国家的钟表，夹角、齿形、直径各
有各的算法。”画图、求数据、反算、推
翻，再画图、求数据、反算……在没有
任何可参照资料的前提下，3人用了
半个月的时间才推算出正确结果。
随后，大家又发现塔钟的机芯少了1
个螺丝，试了很多种螺丝都拧不上。
“这个塔钟是乾隆年间制造的。乾隆
年间，英国钟表螺丝用的都是惠氏螺
纹，用别的螺丝角度差了，肯定拧不
上！”在李秋生看来，修复钟表，不仅
仅要懂得机械制造、有丰富的宫廷钟
表阅历，还要全面了解并掌握紫檀、
红木、铸铜、錾刻、鎏金、珐琅烧制、料
石镶嵌、玻璃水法等各种材质工艺制
作的古董知识，才能完成这一高难度
工作。

李秋生自己的工作室，位于河北
区的一个小区内。它见证了钟表行业
的兴衰，也将钟表修复与制作技艺传
承至今。在不断完成钟表精美绝伦的
制作及修复工作的同时，李秋生也深
刻体会到传统工艺的价值与魅力。但
是近年来，他深深感受到，喜欢并愿意
加入到这个行业里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现在，我这里剩下的5个人，都是
跟我一起做了多年的老师傅。”李秋生
告诉记者，招工时他更希望见到年轻
人的面孔，但是这样的情况少之又
少。曾经有年轻人问李秋生：“李老
师，跟您学这个古钟表修复，得学多
久？”他思考了半天，说：“学会可能只
用一天，但要是学好了，可能要用一辈
子。”正因如此，传承百年的宫廷钟表
修复技艺，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现实
问题。

这次，随着天津市非遗传承基地
李秋生工作室落户天津现代职业技术
学院，李秋生也仿佛看到了有一束光，
正在照亮未来的传承之路。

设在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机
电工程学院的天津市首批非遗传承
体验基地内，陈列着近50台李秋生
复刻、制作的钟表，分别代表着清代
宫廷钟表制作与修复技艺中的每一
道加工工艺。摆在展厅中央的，正
是李秋生复刻后的金色九层六角宝
塔钟。工作室揭牌后的这几天，展
室一直对外开放，不少年轻人走进
这里，与拥有百年历史的宫廷钟表
进行“对话”。这场穿越之旅的讲解
员，便是李秋生。

日前，记者在基地再次见到李
秋生时，他正兴奋地为前来参观的
学生们讲述着故宫钟表修复的故
事。“暗藏机关的钟表看似有趣，但
对于修复者来讲，对技艺的要求很
高。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知
道过去那些钟表的结构，还要对钟
表制作的过程、每一项工艺都有深
入了解。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考
验，用匠心，做匠人……”他语重心
长地说。学生们听得入神，而李秋
生也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来自
未来的希望。

一边是面临“后继无人”的大
师，一边是有着钟表修复与制造技
能人才培养的“摇篮”；一边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清代宫廷钟表修
复与制作技艺”，一边是融入了智能
化科技元素的现代工艺。当钟表与
精密制造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遇到天
津市非遗传承基地李秋生工作室，
“古法”与“现代”又会碰撞出怎样的
火花？

今年49岁的苏婷是天津现代
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钟表精
密教研室的一名专业课教师。这位
善于钟表结构原理研究和维修装
配、精通CAD（计算机辅助设计软
件）等现代技术制图仿真软件的钟
表维修高级技师，在一次对钟表传
动齿轮的修配工作中发现，在现代
仿真软件下，运用现代齿轮计算公
式对损坏的齿轮进行零件图纸绘
制，最后却出现了无法与其他齿轮
啮合的现象。“目前，部分钟表的齿
轮是用法国、英国上个世纪或是上
上个世纪的齿轮计算方法和齿轮形
状加工出来的，我们的加工或是修
复必须遵循历史，修复时更要明白
老一代工匠当时的想法、做法、工艺
和用料，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钟表
修复工作。”苏婷说。

随着光阴的流逝，古董钟表会
不可避免地出现损坏现象。齿轮的
消失、部件的氧化、表身的磨损等，
都是岁月无情刻在时计上的痕迹。
如今，让苏婷兴奋的是，随着李秋生
工作室的落户，学院钟表修复的学
科建设将更加系统化，“李老师的技
术让更多学生看到了钟表修复的
‘新世界’。”苏婷说。

在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施婷婷看来，面对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企业需要更加强大的
人才支撑。钟表与精密制造产教
融合实践中心的揭牌成立，标志着
校企合作进入了另一个崭新的阶
段，也将汇聚更多的资源，融合更
多的元素，成为校企友谊的桥梁、
人才培养的摇篮、技术研发的高
地。“这其中的资源和元素，有现代
智能化的加持，也有古法的继承。”
施婷婷说。
康宁则表示，古今的碰撞，是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更是要在
继承中，寻求技术上的创新以及人
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对于未来，他
也有着清晰的规划：“我们希望在继
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学习、传承、发
扬老一辈的工匠精神，也希望能在
现代技术的赋能下，不断推进古钟
表这类稀有资源的数字化工作，做
好传承与保护。”

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是以市场
为导向，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
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产销
对路”是根本。企业发展的核心是
人才，优秀人才的加入，是企业高速
发展的保障。校与企的合作，是双
方的共同需求，也必然是一种共赢。

1955年诞生的海鸥手表，出品
了“中国第一只”航空表、“中国第一
只”自行设计的手表、“中国第一只”
出口手表，也见证了中国企业在精
密机械方向披荆斩棘的69年。

新世纪初期，中国钟表行业重
新崛起，但是制表工人并不好找。
面对我国钟表人才培育市场的空缺
与企业品牌上升的需求，已是中国
钟表行业领军企业的海鸥集团，与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于2006年
联合申报了“精密机械技术（钟表方
向）”专业，并逐步实施学徒制人才
培养，创新“1/2—2/3—3/4”培养路
径，即在第一学期采用1个钟表大
讲堂和2场参观的策略激发学生对
钟表行业与制表匠职业的认可与热
情；第二学年采取校企2个教学空
间科学切换，专业教师、专职师傅和

钟表大师3类教师协同培养的策
略，实现学生制表基本功和创新意
识培育；第三学年借助职业资格证
书考试、出师考试、毕业作品3个毕
业环节和海鸥精挑的4个车间岗位
实践实现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

2015年，海鸥与天津现代职业
技术学院联合实施的学徒制成功入
选国家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并被
教育部命名为“海鸥学徒制”。校
企通过在管理体制、育人机制、培
养标准、教学资源建设、双师队伍
建设、教学质量保障、工匠精神培
养等多层次、全方位进行探索，实
施“六双六定”人才培养体系，即育
人双主体、学习双身份、传授双导
师、实训双基地、考核双评价、毕业
双证书，学院与企业定协议、定标
准、定师傅、定岗位、定项目、定等
级，并建立了“校企工学交融”的教
学运行机制，即在教学内容上对接
与补充、在教学时间上交替与衔
接、教学空间上对偶与交融、在师
资队伍上多元与协作，在钟表手表
与精密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人才培
养的创新之路。

“学生在校期间，我们请来企业中
的制表大师为学生授课。同时，在校
企合作的过程中，教师也会参与企业
生产，学习企业标准，调研企业岗位能
力，将传统技术与当下行业先进技术
相融合，培养出企业所需要的岗位人
才。”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
学院院长刘仲海说。为了让学生在校
期间能够沉浸式体验企业真实工作环
境，学校中的实训基地完全参照海鸥
手表企业中的生产车间进行打造。同
时，企业也专门设置了“现代学徒制”
车间，从大二下学期开始，学生会进入
海鸥手表实习，在制表老师傅的带领
下进行实战操作。
这样的教学模式之下，学生的技艺

迅速提高。让刘仲海印象深刻的是，有
一次，瑞士某品牌手表的老总走进海鸥
集团视察其委托代装配的高档机芯时，
对熟练掌握瑞士标准并为其装配高品
质机芯的学徒表达了高度肯定。

10余年的建设发展，海鸥现代学
徒制从校企双主体的互动育人，上升
为我国整个钟表行业的技术工人的摇
篮；从培养满足海鸥所需技术工人，升
级为培养掌握国际标准的高端制表

匠；从“专科层次一个专业”拓展为对
接钟表产业链的“专本两个层次三个
专业”；从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改革试
验发展成为了整个钟表行业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的标准与模式。

现如今，提到天津现代职业技术
学院，精密机械技术（钟表方向）技能
人才培养，已经成为学校的一块“金字
招牌”。但是在党委书记康宁的眼中，
即使是这种创新模式下培养出来的
“别人家的好孩子”，他们与企业的需
求，依然存在着距离。

去年，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与
钟表大师杨作斌开始联手研发新型整
点报时机械手表。学院有着从手表设
计到生产的全链条培养的专业老师。
对于这个任务，大家也是信誓旦旦。
令人没想到的是，研发过程并不顺利，
甚至从制图这第一关就出现了问题。
“也是从这个时候老师们开始意识到，
虽然自己的专业水平没问题，但是与
实际生产还有着需要磨合的地方。同
时，许多曾经掌握的高端技术正在被
更加先进的技术替代，课程改革不能
只针对学生，老师同样需要进厂‘磨
炼’。”康宁说。

在项目式、模块化的教学改革之
下，在老师们一趟趟跑工厂之下，在师
生们的齐心努力之下……新型整点报
时手表顺利完成中试。“职业教育的深
度校企合作，除了让学生进入企业实地
实习外，还应让学生在学校里能够进行
基于‘真实生产’的实训教学，实现‘教
学车间’与‘生产车间’的按需转换。我
们期待着此次揭牌成立的钟表与精密
制造产教融合实践中心能够发挥更大
的功能。”康宁说。
占地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实践中

心，以精密制造平台、装配调试平台、中
试平台、检测平台和维护保养平台为支
撑，配备有各类先进仪器设备百余台
（套），能够同时容纳近百名学生开展生
产性实习实训活动。“未来，中心将致力
于打造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
产、技术服务以及文化传承等于一体的
示范性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康
宁表示，“有了李秋生老师的加入，我们
的人才培养体系将更加健全，学生们不
仅可以学到钟表相关的现代技术，也可
以学到传统钟表修复技术。同时，也期
待着未来这里可以走出更多钟表制作、
修复大师。”

李秋生与宫廷钟表的缘分

这所学院与钟表的故事

产教融合
育人模式的创新

李秋生在实训中心内授课。

实训中心内，学生正在进行实践操作。

李秋生30余件代表作陈列在实训中心内。

李秋生正在给同学们讲解钟表构造。

李秋生展示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