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西路是条幽静的小马路，在这条路上住着一位

手工缝制高人，他叫蒋荣初。天蒙蒙亮，蒋师傅就已起

床，吃完妻子准备的早饭，去临街的中山公园，和拳友

们打上几轮太极拳，便回铺子，和妻子一起作业。

20平米不到的“铺子”，被分为上下两层，阁楼上被

各色衣物半成品占领，显得十分拥挤，床底下的木板条

上挂着许多布料和衣服。“这一堆，从台湾来的，一下子

要做5件。”蒋师傅随手指着角落里一包布料。和他淘宝

店上清汤寡水的页面成对比的，是小屋里四处堆满的

衣服。女儿曾经建议他为每一件成品拍照、上传，作为淘

宝店面的招牌，“太多了，来不及做啊，哪还有时间拍照

啊？”蒋师傅笑着说，一手指着一边挂着的近十件连衣

裙，“这些刚刚熨烫好，等会儿就要发快递。”

缝纫是项精细活，但60多岁蒋师傅做起来细致耐

心。绫罗绸缎上的花式多样，每一块布料都是蒋师傅

根据顾客要求精心剪裁，然后拼贴好，每一个步骤都

是纯手工。蒋师傅坐在一侧，拿着熨斗小心翼翼地将

花边熨平，夫妻两人一起作业的时候，除了缝纫机发出

的声响外，只有时间在慢慢流淌。

17岁那年，他身处学校三天两头时常停课的大环

境，“当时觉得读书的前景可能比较曲折，所以果断决

定学一门手艺。”拜师、学艺、3年学徒、期满出师，“一

技傍身”的传统想法促使17岁的蒋师傅踏上了一名职业

裁缝的道路。“当时家人几乎把所有积蓄都去支付我

拜师的学费，可当时的师傅总是很‘吝啬’，教一点，藏

一点。”蒋师傅玩笑般地说道。

如今蒋师傅也收了四五个徒弟，他们各有各的发

展。有的做婚纱，有的帮人做戏服，还有的做服装设

计，“总之个个都比我有出息。”蒋师傅说着自己徒弟们

的成绩时，脸上的自豪与喜悦溢于言表。曾经有人建议

蒋师傅去注册一个专利，凭他多年的老手艺，绝对能

驰骋“裁缝界”，可蒋师傅却少了份野心，多了份对裁缝

这门手艺的专注。

让蒋师傅做过衣服的人都知道，蒋师傅从来不过

问客人们的“来头”，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老百姓，他总

是一步一个脚印，专注于自己所爱，也正因为这份特有

的执着和态度，蒋师傅的裁缝店从来不缺“客源”，有

时候女儿也常为父亲的较真不开心，“女儿总说，衣服

做得过得去就可以了，但我觉的为别人做得衣服，要和

为自己做衣服一样用心。”说着，蒋师傅就开始缝起了

扣子，蒋师傅经手的扣子是绝对不会掉的，做衣服材

料一定要是最好的，“一颗扣子，一定要缝四针，打上两

个结才行。”蒋师傅认为。正因这种职业操守，是“回头

客”的数量保证。

“最苦的是手艺人。”蒋师傅膝下有一儿一女，但

却没有一人愿意继承父亲的手艺。“有时候赶起衣服

来是连夜通宵。”蒋师傅笑笑，“不喜欢做衣服，吃不起

苦，是做不了裁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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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个性化定制的风潮越刮越烈，手工艺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许多国外

奢侈大牌都以拥有精湛工艺的老到手艺人为卖点，尤其是意大利，手工编织、手工

刺绣、手工制作……只要和手工搭上界，都是尊贵与荣耀的标签。而在上海，其实也

有许多技艺高超的手艺人，只是他们低调得很，总是三三两两地藏匿在弄堂里的

小作坊里，通常神龙见首不见尾。为了一份手艺，一干就是几十年。而他们的价格也

更加地平易近人，在那些不起眼的小作坊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将一块布料、一张

皮料，化腐朽为神奇，创造着一件件作品的诞生。
H

生活周刊：你的客户年龄层次一般在哪个年龄层？

蒋荣初：从几岁小朋友到几十岁老太太不等，有的一家几口的衣服全由我一手包办，有的直接送来20多匹

布料让我赶制，还有一些自己私营的服装店，雇佣我为“生产工坊”。

生活周刊：在你记忆中，最怀念做手艺的哪段时光？

蒋荣初：应该是进入上海市第二肺科医院的那段日子。那时候国营单位都会雇佣裁缝、理发师傅等等手艺

人，为所有的员工服务，这也算是项单位福利。当时医院办公在一栋小洋楼里，我们吃住和工作都在里面。

生活周刊：为何时至今日，仍然坚守着这门手艺？

蒋荣初：古话说“穷则思变”，我们一年到头忙死，哪来的时间去“思变”？这样生活还过得去，自由散漫惯

了，为老百姓们做衣服，我很快乐。

Q&A

生活周刊：有培养过继承人吗？

曹志高：培养过几个弟子，但都没戏。现在年轻人做手艺，往往太急功近利，不追求做鞋这门手艺的真

谛。现在要找到会做整双鞋的鞋匠几乎没了，做这门手艺想要代代相传，实在太难。

生活周刊：为什么当了老板，还是没有放弃这门手艺？

曹志高：因为我喜欢做鞋啊！如果不是约了采访，我此时应该在去广州进货路上，或是在厂里，和我的老

伙计们一起做鞋。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Q&A

蒋荣初 师傅
 技艺：高级服装定制
 工龄：近50年

量、裁、剪、缝、

烫……统统都出自

师傅的一双巧手。

据说，全上海有63余家手工皮鞋店，而会做鞋的

老板，只有3位。坐落在工艺美术研究所旁边的志高手

工鞋坊，就是其中之一。

曹师傅的手艺是祖传的，从爷爷辈开始做起，曹师

傅是第三代传人。如今52岁的曹志高师傅，做了近40年

的鞋子，经营着两家鞋店，还有一个做鞋工场。回忆起

旧时学艺的经过，曹师傅不禁感慨万千。

当时曹师傅的叔叔是极其严厉的，没有因为徒

弟是自家侄子而给任何优待，早上要给师傅端“洗脸

水”，晚上要给师傅准备“洗脚水”，时常会被榔头柄

“招呼”，吃不饱饭的日子更是不胜枚举，就这样学了

3年手艺，曹师傅正式出师。22岁就当上了别人的师傅

的曹志高，先后到过扬州、南通、海门等皮鞋厂里做

鞋，那时候有个19岁的徒弟，但看到曹师傅却是很“买

账”。“当时不看岁数，全凭手艺说话。”曹师傅说着伸出

布满老茧的双手，隐约看到一些黑色的色素层夹在手

的纹路中，“不是我不想洗干净，是真的洗不干净。”这

些做手艺时留下的“勋章”，记录了曹师傅几十年来的

磨练和辉煌。曹师傅最后一次为别人打工，是在一个法

国人的手下，“当时我是他的当家师傅，看着他招揽来

来往往的客人，然后我来做鞋，我就想何不自己招揽客

人，自己做鞋？”凭着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和仅有的198

元积蓄，靠着学艺时的师兄弟“赞助”的缝纫机、磨光机

等设施，曹师傅在杨浦区长海医院旁，开设了他的第一

家鞋店。18年过去了，鞋店从医院旁边，搬到控江路双

辽路，再到水城路、长乐路、汾阳路，从几平方米的小门

面，开到设施齐全、环境静谧的小双层洋楼，还拥有多

层别墅工坊，曹师傅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现在曹师傅全靠“回头客”支撑着平均每天5000元

的花销。由于店面周围有明星开的饭店和一些洋人酒

吧，所以生意特别好。来得最多的就是日本客人，每次

试穿完鞋，就频频道：“好！很好，很好！”然后介绍更多

的日本朋友来做鞋，也不过问价钱，因为信得过“手艺

人”；还有一位台湾过来的沈老太，那么多年来定制了过

百双皮鞋；北京电影制片厂也让曹师傅做过一批鞋，又

招来一些明星朋友特意来这家手工鞋店捧场。这些“客

源”们全都拜倒在曹师傅的精湛技艺之下。

除了精湛的技艺，曹师傅做人和做手艺的态度，也

是顾客们爱来买鞋的一大原因。曹师傅手下雇佣了几

个做鞋师傅，平时吃住都在一起，每次曹太太想单独

为曹师傅加点小菜，曹师傅总摇手回绝：“他们吃什

么，我就吃什么！”

曹师傅的女儿Michelle本是小学教师，但看到父亲

为了鞋店奔波忙绿，辞去了教师的稳定工作，帮着父亲

一起经营这家手工鞋店。虽然Michelle从胎教开始就懂

得怎么做鞋，也清楚每个工序是什么，但是却不会动

手。“做鞋这个事还是要看天赋，而女儿帮我圆了大学

梦，我也很高兴。”

量脚形、算脚长宽、

定脚模、做鞋样、制鞋

帮、定型、做鞋底、缝鞋

面、后处理，每道工序都

要求细致精准。

曹志高  师傅

  技艺：高级鞋子定制

  工龄：近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