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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外滩滩··

周到

□记者 李洁 整理报道

“海关大楼的钟声”之于外滩，大邸就像
“外滩万国建筑”之于上海一样，是标志，是灵
魂，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悠扬洪亮的声，在
外滩回荡了近一个世纪， 不仅是上海人民记
忆中不可或缺的声音， 也是国内外千千万万
游客对这个城市的记忆。

自 1928 年起至今，海关大楼的大钟已守
望外滩足足 91 年。 这个被誉为世界 3 大钟之
一的“海关大钟”，即将迎来漫长人生中的第
一次大修，而官方指定维修点———远在英国。

维修期间，我们还能再听到钟声么？ 神奇
的“大钟楼”里，究竟长什么样？ 里面又藏着怎
样有趣的故事呢？

守望外滩 91 年“洪钟之声”依旧

1927 年年底，上海海关大楼建成，成为
了外滩标志性建筑之一。次年，从伦敦运送到
上海，总造价高达 5000 多两白银，重达 6.25
吨重的大钟，起吊到钟楼。当时外滩马路行人
无不驻足观望这一奇景，叹为观止。 1928 年
元旦，海关大钟钟声第一次响起，和伦敦大本
钟、莫斯科红场大钟齐名的世界第三大钟，就
此“营业”了。 这三大钟都出自同一家英国公
司———JB乔伊斯钟表公司。

此后， 海关大钟便这么不疾不徐地陪伴
了上海人民足足 91 年，几乎是全上海人记忆
中不可或缺的声音。有趣而又幸运的是，这家
英国“老字号”公司恰巧现在还在。 今年春
天，JB 乔伊斯公司的工程师， 已经拆走了大
钟的两个零件。而未来整体维修方案，还在评
估流程中。

91 年来， 海关大钟的报时乐曲几经变
化。 1928年元旦伊始，每隔一刻钟，海关钟楼
里的 4 口小钟就奏响《威斯敏斯特报刻曲》。
1966年，报刻曲以《东方红》替代。 1986年，
英国女王访沪，报时音乐恢复为《威斯敏斯特
报刻曲》。 1997年 7月 1日，香港回归祖国，
从当年 6月 30日零时起，停奏海关大钟报时
乐曲，只响整点钟声。 2003年起，海关大钟重
新奏起《东方红》。

90岁，已是鲐背之年，一位老人若能声如
洪钟， 那一定是鹤发童颜。 九旬外滩海关大
钟，依然是“洪钟之声”，身子骨，硬朗的，大
体检，也是必要的。

神奇钟楼 43 米层高高过主楼

外滩钟楼，的确神奇。 钟楼里，大钟究竟
是什么样子，会有小机器人在推动指针吗？钟
楼神奇，无数上海小囡走过路过外滩，听见钟
声，抬头看见大钟，总要浮想联翩。

海关大楼， 原称江海关大厦，1925 年 12
月 15日奠基，1927年 12月 19日落成。正门
底层大厅，天花板上有 8 幅帆船壁画，由几万
块彩色马赛克镶拼而成， 还有国际通行的海

关标识，带翅膀的双蛇环绕铁杖，中国海关的
标识则是加上了一把钥匙。 天花板中心位置
正对的地面上，安装着水晶灯喷水装置。水晶
灯、 天花板和钟楼顶端旗杆位置连成一直
线———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的地理原点，就
在这里。

海关大楼总高 79.2 米；1-9 层主楼是办
公区域，总高 36.2 米；第 10 层是钟楼，高达
43米，高过了 1-9层主楼的总和。一扇小门，
锁紧了钟楼，钥匙在守钟人身上，闲人不得入
内。 到了巡视的时候，守钟人打开小门，走进
钟楼， 迎面就是一个铁质螺旋形楼梯，20 多
米高，大钟的核心机芯房就是楼梯最高处。

螺旋楼梯很陡峭，爬楼梯，手抓扶手，眼
看脚下，还真有点眩晕。 不过，守钟人早就适
应了这种“旋转”，上上下下，如履平地。

机芯房外，垂挂着三根巨大的发条。机芯
房内，就是大钟的“心脏”。 最初，完全手动，
需要四个人才能完成上发条的工作。 到了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技术改进，机房的维护实现
了半自动化，只需要一位守钟人即可胜任。 然
后，伴随电话报时的普及，守钟人可以一边听
电话播报时间，一边核校指针。

在轿车车厢大小的机芯中， 数百个齿轮
相互咬合，由钢丝绳连接三根发条，三根发条
又分别连接着 “走时”、“报刻”、“敲整点”
的钟摆。

今年，要大修，大钟还能播报时间吗？能！
已经取走了两个零件，不是照旧听见钟声吗。
怎么做到的？ 原来，目前大钟依靠卫星定位系
统实现时间播报，就像一只“电子表”。

大钟，记录着时间。 时间，也在改变着大
钟，大钟的“维护史”，就是一部技术进化简
史。 将来，外滩海关大钟会从一只“机械表”

变成“电子表”吗？ 钟楼里，还需要守钟人吗？

守钟之人 4 代守护城市记忆

海关大楼的大钟敲响是在 1928 年。 91
年来，共有四代守钟人守护海关大钟。

第一任守钟人，没有留下名字，人们叫他
“鲍师傅”， 他的在职时间是 1927－1949
年。

第二任守钟人，蔡松梅，1949-1977年在
职。

第三任守钟人，张鹤建，1977-1993年在

职。
第四任守钟人，魏云寺，1993年至今。
看看四代守钟人的“守护时间”，分别达

到 22年、28年、16年和 26年。 不难发现，在
海关大楼，“守钟人”真是一个“长情岗位”。

其实， 第四任守钟人魏云寺已在今年春
天退休，但至今仍在守护大钟。一来，要大修，
需要一位最了解大钟的老法师；二来，他在等
候新的守钟人。

其实，从 1991 年起，魏云寺就开始了守
钟人的工作。此后 28年里，每隔 3天，进入钟
楼， 做一次维护———爬 20 米高螺旋楼梯，踩
69 级台阶，登上钟楼机芯房，给大钟上发条
并校正时间，全程 15分钟。

守钟人的工作很单调， 重复再重复。 28
年来，魏云寺极少离开上海离开钟楼，唯一一
次远行，是在 2009年，那年他被评为先进，单
位奖励他去西安旅游。 他牵挂大钟， 出行与
否，左右为难，直到他的师傅第三任守钟人主
动顶班，魏云寺才最终成行。

2017 年底，海关大楼 90 岁生日，海关钟
楼首次向市民开放。 魏云寺接待了数十名市
民。 其实，这些市民距离钟楼并不遥远，甚至
近到自家阳台距钟楼不过百米， 但他们却是
第一次走进钟楼，第一次“看见”钟声如何响
起。 他们儿时的“钟楼猜想”，也终于有了答
案，豁然开朗，满心喜悦。 一位市民告诉魏云
寺，“海关钟声伴我入眠， 钟声不响我睡不
着。 ”

28 年，弹指一挥间，要问守钟人工作的
意义，意义就在钟声里。 守钟人预测，大修结
束后，大钟不会做“电子表”，还将是“机械
表”。因为，海关钟楼，是城市地标；外滩钟声，
是上海人最温暖的城市记忆，“钟楼里， 永远
会有守钟人，守护大钟，守护城市记忆！”第四
代守钟人魏云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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