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科技日新月异，我们的生活节奏也随之加快。在时代

洪流中，总有一些人坚守着那些即将消逝的记忆。从修鞋匠到打铁师傅，从裁缝师到弹棉花的人⋯⋯每一

位老艺人都是历史记忆的承载者，他们的故事不仅记录了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这座城市乃至整个社会变

迁的真实反映。即日起，本报推出“街头巷尾的‘守’艺人”系列报道，邀请读者跟随记者，深入那些既熟悉

又陌生的街巷，聆听“守”艺人的声音，感受那份属于旧时光的温暖与情感。

按尺寸裁剪 卷裤脚裤子“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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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记者见到应莉时，

她正娴熟地操作着缝纫机，细密的

针线不停地从她手中穿过，落在要

修改的裤子上，变成平整的针脚。

不一会儿，一条裤子“重获新生”。

回忆起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应莉说，当时大家穿得多是

黑、蓝、灰三色为主的中山装、列宁

装。布料大多是卡其布，就连缝纫

机也是脚踩老式的。

应莉的裁缝之路，有着深厚的

家族渊源。她的舅妈是一位经验

丰富的裁缝，而她的姐姐在初中辍

学后便跟随舅妈学习这门手艺。

1993 年，21 岁的应莉前往温

州一家服装厂工作，系统学习缝

纫技术。1995 年，她回到永康，

在前仓镇的一家服装厂上班。结

婚后，25 岁的她在家中从事车花

工作。到了 2006 年，她盘下现在

的店铺，与姐姐一起，为顾客提供

卷裤脚、调整衣服长度和腰身的

服务。

“家里都觉得有手艺傍身是不

错的，那时裁缝很吃香。”应莉停下

手中的活说。20 世纪 90 年代，更

是称得上裁缝行业的“黄金年代”，

能掌握这门手艺，就意味着可以养

家糊口，全家衣食无忧。

喇叭裤、蝙蝠衫、西装——这

些带有时代潮流烙印的服饰，应莉

都帮忙修改过。她凭借精湛的技

艺和热情的态度，很快便有顾客慕

名而来。在多年的裁缝生涯中，她

目睹了服装行业的演变。从传统

的脚踏缝纫机到现代的双针电脑

缝纫机，不仅提高了效率，也节省

了人力。

应莉说：“现在这种电脑缝纫

机，我缝制完毕后，线头会自动剪

断，而过去还需要手动去剪。”尽管

如此，调整腰身依旧是耗时最长的

工作，相比之下，处理裤脚和更换

拉链需要的时间较短，像更换拉链

通常几分钟就能完成。

“最忙的时候，大家一天到晚

没得休息。”应莉回忆，那时候，只

要一个裁缝足够勤奋，收入就会相

当可观。2008 年是生意最兴隆的

时候，忙时需要七八个人来帮。然

而，现在的生意已经不如以往。但

不管怎样变化，换季和节假日始终

是生意比较好的时候，毕竟“裁缝

是与服装店紧密相连的”。

应莉在修改裤子

在城区步行
街的一条巷子里，
有一家不起眼的

裁缝店。店主是一位名叫应
莉的老裁缝，年过半百，亲历
了服装行业的沧桑巨变。尽
管时代更迭，她依然坚守着
这份传统手艺，仅凭一台缝
纫机、一把剪刀、一把尺子、
一块划粉和一个熨斗，巧手
穿针引线，在“哒哒哒”声中
讲述人生故事。

开栏语

以针线为笔 述服装芳华
老裁缝在“哒哒哒”声中感受时代变迁

故乡烟火
象珠老街

金秋时节，漫步象珠老街，满目皆是风

景：老旧的店铺，夹杂在民居之中的宗祠，古

色古香的房屋，曲曲折折的小巷，盏盏红灯

笼点缀其间⋯⋯一墙一瓦都折射出历史的

变迁。

充满浓厚的市井气息
“金华八县有永康，离城三十象珠庄。”

一曲鼓词，或许很难道尽这个文化名镇的历

史。

象珠，珠山为屏、象山为靠、村环宝带、

山川优美，故取此名。象珠的历史可追至晋

朝，古代盐运与去方岩进香要道，经永康去

金华的路大都要经过象珠，如陈亮诗中写的

“白窖如天上下半年”，便是指象珠为古代的

官道、驿道，既是繁荣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

地，于宋朝繁荣，元朝回禄，明朝大兴，清朝

悲凉。

大起大落间，居民的故事和情思有的流

传坊间，有的如尘掸落。其中，象珠老街作

为镇内的商贸中心，昔日充满了最浓厚的市

井气息。时光流转，留守在此的大都是上了

年纪的人。白墙黛瓦和青石小道间，只有当

三轮车和电瓶车来往，才会打破宁静。

“驿站、裁缝店、鞋店⋯⋯以前，这条街

上各种商店都有，每逢开市就热闹非凡。”象

珠二村的村民王大伯回忆道，“许多店铺因

为经营者年纪大了而关门。”

象珠老街是我市现存最长的一条古

街。妇女闲坐门口聊家常，老年人在牌局上

对拼。这样的场景也让不少摄影爱好者流

连，尤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家老理发店，

丝毫不加修饰地展现着岁月的痕迹。

时光流淌中芳华依旧
老街的故事，像一首无法填词的曲子。

前几年，象珠老街曾进行提质改造，对

街巷的基础设施进行保护性修缮、对历史建

筑进行活化利用，在留住街巷肌理的同时，

又让老街在时光流淌中芳华依旧。一些新

换上的招牌里也透露出人们对老街的期

待。比如，一块写着“离百年老店还差29年”

的黑板，挂在“徐记小吃”店铺门边。

“我这家店是从母亲那里传下来的，说

是小吃店，其实主要就是卖些早点，有老面

发酵的包子、手工馄饨、现磨豆浆、红薯羹。”

店主徐献忠说，“平时生意还行，顾客都是街

坊邻居，基本认识。”

向百年老店倒计时的创意，是一种活泼

的宣传方式，也是一个美好的祝愿。70多年

的老铺子，也因此看着比别的店铺多了几分

生机，但提到这个百年目标，徐献忠也坦言

想完成很困难。

“我们做的都是很简单的东西，儿子儿

媳都有其他工作。”徐献忠说，“还是我再坚

持几年吧。”

金秋很快过去，但不必担心象珠老街在

冬季陷入沉睡。人离开了，房屋会显得斑

驳。这并不会动摇象珠老街的概念，就像象

珠镇古祠里流传千百年的故事，剥去层层包

裹易碎的日常后，它们会在历史中孕育出不

灭的文化符号。

融媒记者 邵思民

裁缝曾是香饽饽

“ 现 在 ，大 家 买 衣 服 更 方 便

了。”应莉一边为送来衣服的顾客

修改裤边，一边说，“大家开始注意

衣服与裤子、鞋袜的颜色搭配等细

节了，对我们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她表示，购买的成衣有不合身的情

况，顾客们就带着衣服来找她帮忙

修改。而改衣服比做衣服还要难，

每一件衣服都有特点。她需要更

多地研究成衣的制作工艺，力争让

顾客满意。

尽管裁缝店的生意大不如前，

但应莉认为，只要消费者有需求，

这个行业就有市场，这门手艺就不

会断。记者与她聊天时，耳边传来

一声“快帮我补补这条裤子”。只

见一位老顾客匆匆赶来：“我和她

都认识十来年了。她人很好，手艺

也不错，我有活就一直找她，别人

也不放心。”老顾客翁玲依的这番

话，是对应莉多年来坚守品质的最

好证明。经过多年的经营，她已经

积累了大量的忠实顾客，许多人从

学生时代就找她改衣服，到现在结

婚生子，依然对她充满信任。

应莉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也来我这里卷裤脚，现在不是流行

复古风嘛。”她告诉记者，许多顾客

都是通过他人推荐而来，因为听说

她的手艺不错。

记者看到，应莉的颈部后侧有

一个明显的“富贵包”。她说，由于

长时间低头工作和站立，颈椎和腰

椎都出现了问题。她笑着说：“不

知道还能干多久，干不动就不干

了。”如今，一家小店、一台缝纫机

成了这条街上独特的风景，应莉坚

守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用自己的

手艺服务着每一位顾客，在缝纫机

的“哒哒哒”声中感受着时代的变

迁。

融媒记者 吕晓婷

有需求就有市场

象珠老街上的一家店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