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特别报道 2019年7月1日 星期一

编辑：马忆玲 电话：87138743 邮箱：1968896363@qq.com

数说永康服装行业变迁 下里巴人的裁缝铺转为高级定制
正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

又三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穿

衣服以实用为主。在那个商业、工业

尚未成型的年代，人们要么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要么请来裁缝量体裁衣。

所以，裁缝是一个吃香的行业，凭着一

身量体裁衣的手艺，入百家门、吃百家

饭，备受大家的尊重。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手艺精

湛的裁缝师傅只要开家裁缝铺，顾客

就会自己找上门来。永康的老解放街

东街路口一带曾是裁缝铺的聚集地。

那会儿，城里有几个闻名的裁缝，通常

布店会根据买的布料为人们推荐裁缝

铺，知名裁缝根本不愁生计。

后来，永康的商业初具雏形，裁缝

提供手艺，而百货商店销售成衣。进

入上世纪 90 年代，人们开始注意衣着

细节。从那时起，女士的外套出现小

翻领，但仍以蓝色、黑色为基础色调。

而男装除中山装外增加了西服，西裤

后 侧 不 加 包 ，裤 兜 被 设 计 在 裤 子 两

侧。

九十年代中期，市面上的成衣店

开始大量出现，牛仔裤就是那会儿流

行起来的。大街上，不再是一大片的

黑蓝灰，还能看到一些时髦女性穿着

飘逸的裙子走在马路上。

伴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永康的服

装行业也实现了工业自动化，纺织服

装大军来势汹汹。大大小小的各类服

装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丽州商城和

南苑路的商铺就是典型例子。裁缝铺

的生意淡了下来，只剩裁裤边、改尺寸

和修拉链之类的小生意。

而如今的网购，让买衣服越来越

方便。面对现状，原本属于下里巴人

的裁缝铺，也开始转向高端客户。城

里为数不多的几家“量身定制”基本上

聚集在南苑东路上。仿佛和宽敞的街

道相呼应，这些成衣店和早期低矮、狭

窄的裁缝铺不同，一间间装修得都非

常高档，定价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与脚踏缝纫机同行，见证裁缝行业一路浮沉

昔日“香馍馍”，透着“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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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宝贝缝纫机，走四方裁百家衣
望着家中整齐盛放的“传家宝”，金淑中提到了

母亲。那个年代的姑娘，个个都是做手工的好手，
就连嫁妆也是麻绳、麻线、蓝布之类的料头。“我的
母亲心灵手巧，在 21 岁那年一针一线给自己做好
了嫁妆。”也许是受了母亲的熏染，金淑中儿时便爱
跟布料打交道。“我记得，以前外婆家门前种了一大
片苎麻，每次我去玩，她就教我搓麻绳。后来，还把
做麻绳用的小麻鼓留给了我。”

1960 年，14 岁的金淑中小学刚毕业，与哥哥一
起进入桐琴服装厂（桐琴原属永康）当学徒。当时，
素有“学门手艺，不愁衣食”的说法，开明的父亲见
兄妹俩踏实好学，就花大价钱给家里购置了一台飞
人牌缝纫机。“现在大家听说的多是西湖牌，飞人牌
缝纫机真是年代很久远的东西了。那时要 125 元
一台，买得起它的人家可不多，我和哥哥拿它当宝

贝，只敢小心翼翼地用呢！”殊不知，这件宝贝也成
了改变金淑中的人生轨迹的重要生存工具。

1964 年，桐琴服装厂解散。此时，18 岁的金淑
中已经学到不少裁衣手艺，便索性带上缝纫机做起

了“流动裁缝”。
“那时候，交通不方便，没人会为了一套衣服走

远路找人做。所以，我就走进去帮他们做。一年四
季，我都在不同的地方做衣服。”对于什么时候到哪
儿，金淑中还特意总结了一套最佳方案。夏天去靠
山近水的小山村，不吹风扇也凉快；临近冬天，就前
往地势平坦的乡村，顺势把当地人们一整年要穿的
衣服全部做好；再赶回桐琴老家过年，过完年则就
近帮桐琴周边村庄的村民做衣服。

这个“不分远近，有衣就做”的小裁缝，名头逐
渐在永康各个村镇传播开了。“我那会儿年纪轻，眼
睛亮、手活巧，大家都夸我做得快又做得好。而且
我吃得少，所以来找我做衣服的村民越来越多。”金
淑中提起当年走百家门、做百家衣的经历，脸上不
禁露出自豪的神情。

□记者 马忆玲

见到金淑中，是在她位于城北西路的家里。她的工作室在三楼，正朝着车来车往的大马路，无招牌，隐于市。若不是相熟的人，断
然不会知道这里住着一位73岁的老裁缝。推门而入，高高挂起的儿童演出服和一筐筐传统布鞋引人瞩目，布料和线筒散布在四处，裁
布用的长桌将房间挤得满满当当⋯⋯在这阵势下，伫立在一角的缝纫机倒成了不起眼的配角。在靠窗的小方桌上，放了两只手工篮，
里面整齐地盛放着一件件缝纫工具。对于一个裁缝来说，陪伴她走四方的正是这些其貌不扬的小物件。扁扁的小铁器叫“烫边”，蓝色
的是“粉袋”，状似戒指的是“顶针”⋯⋯无论哪一件，都透着浓浓的“时代感”。

1975年是金淑中入村做衣的第11个年头，这台
缝纫机成了她的“饭碗”。期间，她已经从稚嫩青涩的
小姑娘变成了落落大方的贤妻良母。同年，她诞下第
三个女儿。眼看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金淑中深知家中
的情况已不允许她再继续游走在外做衣服了，于是决
定返回城里，做起了上门加工的生意。

上门加工，就是抬着缝纫机去顾客家里帮其加
工，一天一般是1.15元至1.6元之间不等。唯一不太
方便的是，“之前都是布料裁好后不锁边，毛毛的不太
精致。有些讲究的顾客会加钱要求锁边，那我就拿去
街上专门的店铺拷边，一来一去，比较麻烦。”

不料，有一天，父亲又带回了一件“礼物”——三
线拷边器。金淑中欣喜若狂：“终于不出门就可以锁
边了！”如今，这个拷边器依然被珍藏在工作室内。即
便在现在的工业缝纫机面前，它已经毫无作用，但对
于金淑中而言，这个小小的拷边器承载着光阴的力

量，是她从“粗”制衣到“细”制衣的见证。
改革开放后，金淑中靠着这身手艺，率先奔了小

康。1981 年，家里造起了一栋小洋房，与此同时，她
换上一台崭新的西湖牌缝纫机。随着学徒的增加，她

迎来了裁缝生涯中最辉煌的阶段。
上世纪 80 年代，永康不少单位喜欢配备工作

服。从此，金淑中的甲方变成了各大单位，诸如环城
医院（现永康医院）、物资局、永康一中、石油公司等单
位都出现过她忙碌的身影。

金淑中感叹，那是一段累并快乐着的日子。快乐
自不必说，每个单位就有成百上千名员工，接到一单
工作服的活，就意味着一笔相当丰厚的劳资。可这单
子背后所要花费的心力，也是实实在在的。“单位买好
布料，然后我再带着学徒到单位里给所有员工量尺
寸。一天下来，拿软尺的胳膊酸痛到根本举不起来，
而且记录数据也要全神贯注，马虎不得。”统计完尺
寸，就是考验力气和技术的手工打样。

那些年，金淑中的“工作服团队”可算是尝尽了缝
纫行业的甜头，一笔笔大单子，也预示着更大更猛的
服装业发展浪潮正在永康城里席卷开来。

甲方从个体变成单位，裁缝生意一片大好

时光推向 1996 年，一则噩耗传来：金淑中的家
宅被列入拆迁范围，全家被安置到黄光畈。那里坑
坑洼洼、荒凉一片。祸不单行，地址一换，也困住了
她的缝纫生意。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裁缝铺
一换地址，便形同断了客源。而服装行业的竞争已
初现苗头，街头巷尾的裁缝铺接连开张，市场已不再
是“一家独大”的局面。

2006 年，穷途末路的金淑中拿出了放手一搏的
勇气和决心，购置了 28 台平车缝纫机，办起了“家庭
作坊”，其实就是一家小规模的来料加工厂。

“那会儿城北西路还未打通，新家这里偏僻得
很。但主流的机械化服装厂越来越多，服装采购的
渠道都已经延伸到省外了。”金淑中不得不另辟蹊

径。她开始帮商城的商户加工演出服、孕妇装，或是
环卫人员的反光背心，花色和样式可说越来越多。

此时，金淑中身边早已不再是学徒环绕，这些年
轻人循着社会发展的潮流，纷纷另谋他业。由于这
类单子要得急，她经常独自赶工到天亮。每当这时，
金淑中才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属于手工裁缝的时代
已经过去⋯⋯

“生意越来越差，除去各项开支，裁缝店的收入
只够维持生计。和我同时期的裁缝师傅，都不干
了。”金淑中的言语中透露出几分感慨。

与老式缝纫机同行的近 60 年里，金淑中一路见
证着裁缝行业的浮沉。对裁缝这个职业，她早已有
了深厚感情，那是她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她
有时仍会去踩踩那台老式脚踏缝纫机，回味那段热
火朝天的辉煌岁月。

逃不过市场的冲击，同期裁缝纷纷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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