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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明是第一代守钟人。整整 25个除

夕夜，刘树明都与南明大钟一起过年。他

的心愿是，希望大钟还能走 100年。

刘师傅是第二代守钟人。每天默默守

护着大钟，他觉得，“这是为许多人守住了

一份记忆”。

第一代守钟人：希望大钟还能走 100 年

从 1987 年到 2012 年，每年的除夕夜 11
点，刘树明都独自登上市区中山街钟楼，准

备敲响新年的钟声。

“铛”“铛”“铛”⋯⋯钟声准时响起，12
声钟声和烟花爆竹声形成丽水独有的迎新

乐章。

刘树明则倚着窗，注视着城市上空绚

烂的烟火⋯⋯

尽管退休已近 8 年，但一提起南明大

钟，刘树明依然满怀深情。

“当时一块上海牌手表 125 元，我的月

薪才 35 元，几个人买得起手表呢！”回忆往

事，刘树明感慨万千，“当年很多丽水人靠

它确认时间，曾有人因为钟声报时不准导

致上班迟到，还专门打电话到市政部门投

诉呢。”

“1985 年南明大钟建成时，是丽水第一

高楼，也是当之无愧的丽水地标。钟楼的

电梯是全丽水第一部电梯，乘着电梯到楼

顶喝冷饮看风景，是当时很多丽水人梦寐

以求的消遣。”刘树明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钟的零部件不断

老化、磨损，摆在刘树明面前的难题也越来

越多。

有一次，因为气温过高导致大钟部件

故障，它每过二十分钟就会敲，附近居民投

诉不断，于是刘树明就扛了一台绿色的老

式电风扇，给大钟降温。大钟“凉快”，而刘

树明却湿透了。

2005 年，大钟的控制室里安装了第一

台空调。“虽然是二手空调，但那时候空调

还不算普及，大钟‘享受’了一般人享受不

到的待遇呢。”刘树明笑着说。早年，大钟

常因停电而走不准。也是在 2005 年，刘树

明向上级争取，为大钟增设了 UPS 不间断

电源，从此以后，大钟再也不会因为断电而

“罢工”了。“这台设备在当时算是非常先进

且罕见的，破例在钟楼安装。”

2012 年，刘树明退休，他将大钟郑重托

付给了下一任守钟人。“我希望它还能再走

100年。”刘树明动情地说。

第二代守钟人：为许多人守住一份记忆

“四个钟面外围环境检查”“钟声功能检

查”“温度”“湿度”⋯⋯一页A4纸上，写满了

南明大钟的日常检查项目。守钟人刘师傅

仔细地做着记录，每周都会对大钟进行“全

面体检”，整套检查下来，得花一两个小时。

2012 年，刘师傅接管南明大钟成为了

第二任“守钟人”。刘师傅一接手，就天天

泡在控制室里，研究各种设备的构造和大

钟的电路，渐渐摸透了大钟的内部构造，还

绘制了一份详细的电路图。

20 多平方米的控制室里，除了两个湿

度 计 ，其 他 物 件 都 已 呈 现 出 老 旧 的 年 代

感。许多设备的生产厂家已经不复存在，

不少零部件也早已停产。虽然此前市政设

施管理处为大钟备份了许多零部件，但很

多时候，一些细小的零件仍需要刘师傅一

家店一家店去寻找。“实在找不到的部件，

我就自己动手组装。”

最初，整个丽水老城区都能听到钟声，

但随着城市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高楼

拔地而起，钟声的传播范围渐渐变小了。

在时间的滴嗒声中，南明大钟逐渐走向衰

老，管理部门也考虑过更换大钟整体设备，

但是考虑到市民们多年来的习惯，至今仍

让大钟保持原样。

刘师傅说：“护好大钟，就留住了许多

丽水人的记忆。能为许多丽水人守住一份

记忆，这份工作很值得。”

一座城市在蜕变，盛满爱心与温暖 一群人在此生活，带着感恩与善良
许多丽水人的回忆与情感，交织在同一座大钟上，汇成一句话——

35年了，谢谢你还记得我们怎样走过

10 层大楼加上 4 层高的大钟，这幢近 60 米高

的建筑，在上世纪 80 年代是当之无愧的“丽水第

一高楼”。高高地屹立在城市上空，在南明大钟的

见证下，我们走过了各自的生活。

在大钟前，定格了团聚

“这就是我，当时应该只有 8 岁。”市民倪霜玲

指着照片里的小女孩说，“大概是在 1993 年吧，我

们在钟楼前拍了这张全家福。”那一天，一直在国

外工作的父亲回到丽水，一家人在南明大钟前拍

全家福，这张珍贵的照片，定格了倪家人和钟楼的

故事。

出 生 于 1985 年 的 倪 霜 玲 ，跟 南 明 大 钟“ 同

龄”。“小时候，我家住在灯塔小区，每天晚上我都

是数着钟声入睡的。”如今，照片中的兄弟姐妹都

已身在国外，回忆往事，倪霜玲的语气充满眷恋。

考到 100 分，进城看钟楼

“看到钟楼，就到丽水了。”父亲曾说过的话，

如今已 42岁的周兴至今记忆犹新。

“小学一年级时，父亲说，如果我考了 100 分，

就带我进城看钟楼。”于是，周兴铆足了劲，终于在

一次数学考试中得了满分。1986 年夏天，周兴和

父亲坐着“天目山”三轮车从碧湖出发，颠簸近一

个小时，终于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钟楼。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车费是每人每公里 0.08
元，儿童半价。从碧湖到丽水，25 公里车程，我和

我爸来回花了 6 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这

段旅程让周兴“别提多激动了，回去还和同学吹了

很久的牛”。

钟楼上的冷饮，是最幸福的味道

“第一次进钟楼坐电梯的时候，根本不知该怎

么操作，但我开心得整个人都要飞起来了！”市民

雷海燕说，大约在三十年前，那一天，父亲开“天目

山”三轮车挣了不少，收工后开心地带着一家人去

钟楼楼顶“吃冷饮”。“站在热热闹闹的楼顶，夏夜

的凉风迎面吹来，那杯叫不出名字的冷饮，是我记

忆中最幸福的味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如今，曾在钟楼下玩耍的孩子们都长大了，路

旁的行道树一圈一圈地长粗，附近的建筑被拆除、

被翻修⋯⋯时间都去哪儿啦？大钟也许并不知道

答案，时针和分针一圈一圈地转动，周而复始，日

复一日，悄然汇聚成丽水人挥之不去的乡愁。

记者 谢佳俊/文 程昌福/图

1987年除夕12点，也是1988年大年

初一的0点，南明大钟敲响了第一声。从

此，“钟楼”成了丽水的地标建筑。从那时

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看见大钟了”就代

表“丽水到了”，“大钟整点不报时了”就意

味“夜深了，该睡觉了”。

作为丽水地标，南明大钟见证了丽水

35年来的发展变化，也成为无数丽水人难

以忘怀的生活记忆。

在这些记忆中，有向往与努力、有团

聚与牵挂、有藏在心底的欢喜，也有不为

人知的生活艰辛……

他们的生活

：守住同一座大钟

我们的生活

：交织在同一座大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