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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词岁月》《海上语丝》到《浮生记趣》，
范伟国近年虽然开过三次新书发布会，但他说
每次都“时间匆促，没能与大家谈谈写作历
程”，文章天下事，得失寸心知，昨天的分享会
终于好好地说了说。

范伟国是天一阁阁主范钦的后人，他自小
在位于老实巷的外公外婆家长大。“在外公外
婆的庇护下，我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
子，打球、游泳，男孩子该玩的我都会玩，人称

‘老实巷小顽’。”家族的文化基因，让范伟国从
小就喜欢上了读书。他说人生的第一次大变是

在19岁时，即1969年插队落户到江北洪塘公
社李家大队。五谷不分的他，从此不仅要自己
洗衣服、做饭，还要插秧、割稻、挑担、拉粪……

“吃过农村‘双抢’的苦，那么什么样的苦都不在
话下了。所以，我要感谢在农村锻炼的5年。”

这5年的农村生活，是镌刻在骨髓中的痛苦
与艰难。“怎么拯救我自己？写日记！”范伟国说，
写日记是他写作的起源，“在日记中，我与内心的
另一个我对话、争辩，一步步把自己救赎出来。”

从插队落户写日记算起，今年正好是范伟
国从事文字工作50周年。

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 文/摄）昨日，宁波
首届古董表展览——羲和“时间说”在位于
1844艺术生活广场的甬江女子中学旧址举
行，80余块珍贵怀表首次亮相甬城，其中孙中
山先生佩戴过的一块怀表，已走过百余年历
史，现在依旧走时精准，让人叹为观止。

本次展览负责人、羲和表业创始人陈先生
是一位钟表发烧友，曾经就读于宁波六中，在
甬江女子学校旧址的教室里读过书。“能在这
里举办展览，一直是我的梦想。”陈先生说。

陈先生从事钟表行业20年，此次他把全
国藏友提供的古董怀表进行了集中展示，包括
百达翡丽、欧米茄、浪琴、蒂芙尼等各类世界名
表80余枚，这些怀表大多有上百年历史，每一
块的背后都有故事。

“这里有一块友人赠给孙中山先生的怀
表，是百达翡丽微雕定制款，非常罕见。”陈先
生说，这块怀表1911年生产，外壳雕刻有孙
中山先生的头像。虽然历经百年，但整块表
依旧金光闪闪，走时精准。“孙中山先生戴了
多久已经无法考证，但这个品牌这样设计的，
国内应该没有第二块。”陈先生表示，这块表
伴随孙先生在乱世浮沉，是那个时代的见证
者。“它带着年代的厚重与大义来到我们身边，
让我们一起回到峥嵘岁月，这块表上书写着英

勇斗争的故事。”陈先生坦言，这块怀表堪称所
有展品中的“镇馆之宝”。

陈先生自己怀揣着一块产于1880年的
百达翡丽珐琅彩双追三问怀表，走时也是非
常精准，报时的时候还能发出清脆悦耳的
响声。

他告诉记者，宁波之前没有举办过开放式
的古董表展览，这也是他的首次尝试。在他看
来，钟表文化历史悠久，代表了科技的力量。

“当人们还在坐马车时，这些怀表就被生产出
来了，历时百余年，如此精湛的工艺，让人折
服。”陈先生表示，古董表展览会常年举办，欢
迎宁波爱表懂表、爱好收藏的朋友能到这里交
流学习，“希望能为钟表玩家搭建一个交流的
平台，大家共同传播钟表文化。”

在展示区后方，是一个透明宽敞的钟表维
修间。一位维修师说，自己已在宁波钟表圈摸
爬滚打了30年，评判一块表的品质，首先看历
史，不同年代价值不尽相同；二看机芯工艺，内
部复杂程度、抛光度都很重要；三看钟表外壳工
艺，是珐琅还是其他材质，珐琅工艺分人物、风
景、动物、建筑等，人物要传神，因此工艺最复
杂；最后还看外壳的雕工，一般都是手工微雕，
也有浮雕，从人工浇铸工艺的水准也能看出表
的价值。

范伟国在分享会上。

范伟国，1951 年生，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曾在宁波日报社、宁波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历任人
民日报社驻宁波记者站站长、驻重庆记者站站长、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等职。

人物名片

老报人范伟国举行作品分享会
他是一个喜欢人间烟火气的文人

“一个喜欢人间烟火气的文人，在这里与同
好们分享写作的快乐”。昨天，甬江大道边的冰
厂跟鸿智文学馆内汇集了宁波文学界、新闻界、
文史界众多人士，著名新闻人、人民日报社高级
记者范伟国的作品分享会如一本厚重的书，他
分享的人生经历、写作经验、生活智慧，给人无
限启发。“诉说是人的基本需求，以文会友，以文
结缘，我把自己以为的‘得’写出来，有助于后
学，是乐事，也是善事。”范伟国说。

宁波首届古董表展览举行

80余块怀表
首次亮相

孙中山佩戴过的怀表
依旧走时精准

“写文章除了需要有素养、学识，还要调查
研究，我归纳为‘三情’与‘三
问’，这是我的独门秘诀，也是
我自创的组合词。三情，是社
情、人情、风情；三问，是问禁、
问俗、问变。”

“写短文，有眼光的问题、
谋篇的问题，更有笔力的问
题。这笔力，就是文章的分寸
感，而这分寸感，又得力于你
对人情世故的了解。”

“风情，是个不易界定却
又能神会的词，风采？意趣？
似乎都不足以包涵。有的文
章，观点正确，材料充实，用词
到位，但读来味同嚼蜡，也是

不解风情的缘故吧。”
“偷懒，是人的天性，也是发明的动力，但它

是写文章的天敌，抄‘近路’，人云亦云，甚至抄
袭，就是偷懒的结果。构思文章，要逼自己废掉
前三次的想法，一定要想出与人不同的角度。”

“什么是生活？我的解读是：生气勃勃地活
着，有目标、有计划地活着。这样生活的人，自然
会有跌宕起伏的人生，自然会有很多东西可写。”

分享会上，范伟国把50年积累下来的“秘
笈”毫无保留地进行了阐释，正如他举行这次
分享会的初衷，一个想法换取一个想法，就有
了两个想法。“这似乎有做生意的感觉，还是脱
不了当年做财贸记者的影子啊。”他笑说其实
是以文会友，以友结缘，“我把自己以为的‘得’
写出来 ，有助于后学，是乐事，更是善事。”

记者 俞素梅 文/摄

范伟国喜欢人间烟火气，他说这是他与别
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他把本次分享会海报上的
一句主打语，修改为“一个喜欢人间烟火气的
文人，在这里与同好们分享写作的快乐”。

烟火气，就是烧煮食物的气味，是厨房的
气味，而范伟国所谓的烟火气，就是立足现实
生活，他说：“唯有感知于当今生活的随笔与杂
感，才是有看头的文章。”这是他多年新闻职业
生涯结出的果。

记日记锻炼了他的笔头，也训练了他对生
活的观察和思考。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1975年，范伟国被选拔到洪塘公社报道组；25
岁回城，被分配到废旧物资公司，收鸡毛、鸭毛，

搞杂交兔试验；30岁时，他被推荐进宁波日报
社，当了一名财贸记者，跑菜场、跑商场……这
些都让他直接感受到人间浓浓的烟火气。

脏活累活没有让范伟国放弃求知，挑灯看
书、熬夜写作成为他最享受的时光，进报社后
他更是干得如鱼得水。之后，他从记者、编辑
到行政领导，再后来弃“官”不做，重回采编岗
位。“广阔的采访天地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
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做标题提高了我推敲
的功夫和练字的能力；写‘市场短评’提高了我
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我现在的文章
都能找出当年新闻写作的影子，一是新鲜，二
是实在。”

“感知当今生活的文章，才有看头”

“写日记拯救了我，也是我写作的起源”

“分享心得，是乐事更是善事”

孙中山先生佩戴过的怀表孙中山先生佩戴过的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