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鉴表D05
摩登2012年9月14日 星期五

责编 冯静 美编 李腾飞 责校 王心

在朗格将“大日历”发扬光
大之前，表盘上的日期通常是于
小窗口显示，功能复杂又不愿放
弃日期显示的表款更是只能将
日历窗口缩到最小，再于表盘镶
上一个微型放大镜进行放大，好
让佩戴者能看清楚数字。“大日
历”则在方寸间大方地辟出一大
块空间来显示日期，不用放大镜
也能清晰读取日期。然而，为了
表盘上的这点“阔气”，制表师们
在机芯上可是费尽了心思。

一般说来，若去看一枚普通
日历显示的机芯，会发现其大抵
是含有一个具有从 1 至 31 的环
形盘，此盘每 24 小时在时轮、日
历拨字轮等齿轮的共同作用下

转动一格，完成日期的更新，而
“大日历”为了让字体最大化，首
先需要将数字由同一个盘上的
自然递进转变为两个盘上的数
字组合。简而言之，“大日历”结
构需要两个数字盘，一个“十位
盘”标有 0、1、2、3四个数字（有的
只有 1、2、3 三个数字）表示十位
数，另一个“个位盘”标有 0 到 9
这十个数字表示个位数，我们看
到的日期则是由这两个盘的巧
妙轮转组合显示出来。

两个数字盘准备好之后，让
其如何运转以实现展示连续数
字，则是一个非常具有技术含量
的机械难题。钟表技术专家曹
维峰总结了大日历结构的三种

基本模式：一盘一环同轴，两盘
同轴，两盘并列。“其中并列结构
简单一些，同轴的较为复杂，因
此也更加热门。”

“一盘一环同轴”的代表品
牌是朗格。环形的十位盘与个
位盘呈交叠状，在较大的个位盘
上方，拥有 3 个数字的十位盘形
似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其中一
个脚是有缺口的，以空白来代替
数字0）。在机芯的运作过程中，
以 12 小时/周速度转动的时轮不
断将动力输给每 24 小时转动一
周的换日过轮，再经过一系列的
齿轮联动合作，将动力最终分别

>>> 趣话 日历转换的纠结
我们知道，大月有 31 天，那么当 31 日要过渡成 1 日的时

候，十位数字会顺利从 1 跳到 0 或者空白，但个位数字却必须
保持 1。如何让 24 小时跳一格的个位盘上的 1 乖乖地待上 48
个小时称得上是大日历结构最大的难题，康威凯说，“德国表
都不怕复杂，要坚持实现这 48 个小时，但瑞士表就不一定了，
积家和艾美很聪明地在个位盘上写了两个 1，不少腕表都做了
这样的更新。”

第二个八卦则看起来有点“多余”：当处在每月 1到 9日的
时候，十位数窗口如何处理？对此各家品牌主张不一，有标注
0 的，有品牌干脆用一颗小星星做装饰。对于前者，曹维峰认
为并不符合人们读数尤其是读取日期的习惯，“毕竟很少说今
天是零几日。”后者则被不少网友评为画蛇添足之举，所以如
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大多数品牌都选择任之每月空上九天。

◀DeWitt GMT
三重复杂功能
手表：创造性地
将 十 位 数 窗 口
与 个 位 数 窗 口
分离开来。

◀积家大型双
时区翻转腕表：
为了整体布局，
将大日历从其标
志性的 11 点挪
到了7点位置。

传到负责驱动十位盘与个位盘的
齿轮，才算完成了一次日期更
新。“一盘一环同轴”的优点在于
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占用机芯的面
积，可以放到较小的机芯里面使
用。艾美、积家等品牌的大日历
表用的也是这种模式。

其实细看之下，“一盘一环同
轴”的内部，两个数位盘还是各有
分轴的，“两盘同轴”才算得真正
的“两盘一心”。格拉苏蒂 3 点钟
位置的经典大日历则是典型，它
在 3 点钟的方位也是由“两盘同
轴”的格局决定的。这种结构中，
个位盘被安排在沿着机芯边缘的
环形位置，直径比它稍小的十位
盘则叠于其上。

不过，正因为十位盘与个位
盘的平面是上下交叠的关系，从
大日历窗口显示出来的日期则会
有视觉差，且两个数字之间能看
到一个明显的弧线，这就是十字
盘的边缘。为了减小视觉差和抹
去后台的弧线，常见的方法是在
两个数字之间加一条竖线，做成

“双窗框”这样既拦掉了瑕疵又加
强了“窗框”的概念，还能欺骗人
们的眼睛。不过也有品牌另辟蹊
径，“芝柏用水晶薄片做上面的十
位盘，能看见数字，看不见盘，单
窗口也不会有视觉落差，”钟表专
家康威凯介绍道。

如果说“同轴”是源自德国大
日历手表的坚持，那么更多的瑞

士及其他国家的手表则更倾向于
“两盘并列”的结构。十位盘与个
位盘一左一右分立，各自循规蹈
矩旋转“拼成”两位数。这种结构

“占地面积”不小，所以常常被尺寸
较大的机芯采用，呈现在大表盘
上。由于两个小盘处在同一水平
面上，“视觉差”问题不再存在，但
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两个圆盘的
交界处会出现两条方向相反的弧
形，而这两道恼人的弧形恰好位于
十位数字与个位数字之间。于是

“双窗框”设计只好再次出马，有时
候中间的竖框甚至比同轴大日历
还要粗一点才足够掩盖。不过对
于镂空表款来说，“两盘并列”则
又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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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历
1994年，经历二战摧毁并沉默了40年的朗格表复

厂，推出了如今已成旗舰系列的lange 1，其偏心小表
盘的设计固然惊艳，而最令人惊喜的莫过于2点钟位置
较之同时代腕表放大了4倍的日历窗口。此设计的灵
感来源于德累斯顿市中心森帕歌剧院墙上的“五分钟
跳字钟”，这座钟被设计为两个小窗，左窗用罗马数字
显示小时，右窗用阿拉伯数字显示分钟，右窗每隔五分
钟会翻新一次数字，简明的设计让每一个人都能清楚
读取时间。朗格将之缩小并想办法复刻在了表盘上，
掀起了腕表行业的“大日历”风潮。

D04-D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晓

◀雅典经理人
双时区女表：双
窗 口 大 日 历 为

“两盘同轴”结
构，尽量减小了
占机芯面积。

◀朗格GRAND
LANGE 1：朗格
2012 新 品 的 一
员，大日历位于
两 点 钟 方 位 是
朗格的标志。

（下转D05版）

(上接D04版)

Richard Mille RM037：采用镂空 5 级钛金属制成的自动上链机
芯，大日历位于12点位置，能够清楚看到并列的两个镂空数字盘。

芝柏表Vintage1945大日历月相腕表：12 时位
置的瞬跳大日历为芝柏专利技术，由两个转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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