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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双双布满皱纹与老茧，甚至是污垢的手，但却是如此的迷人：当它们在一针一线之间自由游走，把

一块块毫不起眼的原材料幻化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作品之后，所有人都会从心底为它们喝彩，而它们的主

人，正是那些数量正在不断削减的手艺人，大家都喜欢亲切地叫他们“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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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上海街头的手艺人
and make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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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周刊：你做这门手艺宗旨是什么？

季师傅：我们有一个标语：Smart，取决于细节，Detail体现出完美，Perfect来自于工匠。而对于我们工匠

本身来说，追求不外乎就是牢度与工艺。

生活周刊：店里具体都能做些什么手艺活？

季师傅：局部补色及整体翻新、金属配件及拉链修复、换配皮、手柄及内衬、断皮精补及伤口修复、包袋改

尺寸、皮带改短及打孔。也会做些手链、眼镜、鞋子的修复等等。

生活周刊：现在的奢侈品大多复杂，会有无法攻克的工艺吗？

季师傅：以前哪来的奢侈品这个概念，不还是照样修理，只要肯下工夫，靠着多年的经验和手艺，一门心思

坐下来，没有什么不能攻克的工艺。

Q&A

在岳州路有家店叫“香港工匠”，在这里，齐聚了

一批手艺人，季师傅就是其中一位。57岁的季师傅，算

是这个工坊的小头头，他做过箱包，也吃过“机械

饭”，当过司机，也修过汽车。各类的手艺经验使他成

为了这家汇聚各路手艺能人的“一把手”。

季师傅的工匠台上有许多自己手工制作的小工

具，螺丝钻、铆钉、钩针等等，这些都是季师傅的“法

宝”。20岁不到，季师傅就开始接触箱包这个行当，之

后箱包厂倒闭，才开始修理汽车，干些机械活，开始开

“模子”。辗转来到了“香港工匠”这家手艺店。“以前

修个皮包肩带，都要赶上几天，现在给我10分钟就可以

了。”季师傅自豪地说，“整包”这个技艺是靠摸索和熟

能生巧的。

“千万别小看一些小的手艺活，往往是它们造就

我们手中的工艺品。”季师傅说，最考验眼力和手艺的

就是一些小的精细活，比如链子里的一个螺丝，要靠

手工一下一下拧成原装螺丝的样子，一有所偏差，顾客

就会“说话”；还有包带脱线，要重新缝纫，每一个针孔

都要对准原来的“眼子”，不然就不那么美观了；再比如

包带上边油，也考师傅的功夫，要将进口颜料调制原来

的颜色，必须小心翼翼，不然就毁了这个“艺术品”。

季师傅曾抵不过顾客的“诚意”，硬是接下了一个

眼镜修复的活，虽是只要粘个胶水，但是胶水的量却

很难拿准，最后还是失手，这次的教训，让季师傅对精

细活更加看重，不容半点差池。

有个老客人，用了几年的包包，有一根肩带坏

了，于是送到季师傅这里来修理，要求是要做到“陈旧

感”。做得一模一样或者崭新如初较简单，但是要将新

的皮变旧，就考验师傅的功底了。于是季师傅想到一个

方法，将皮带加热，使皮质发生化学反应，这样就可以

粘附一些灰尘，使之看起来更有“年代感”。

“干我们这行的，不能进行流水线操作，要求手

艺的完整性也比较高，有时候人力比机器更可靠。”朱

小姐包包的翻盖断了，问了好多家店，都说翻盖的造型

不好坳，直到找到季师傅，问题才迎刃而解。季师傅给

她出了个主意，用金属板代替有机玻璃做翻盖，但这

无疑给自己出了个难题。那么硬的金属板，给不会变通

的机器，压造弧度造型，的确有些困难，于是季师傅不

眠不休两夜，靠着机器协助，用手力完成了翻盖的制

造。如今这个包包还在抛光阶段，但无论是造型还是

美观度都完全不逊于从前。

季师傅现在手上只有一名徒弟，季师傅也曾想过

将这门手艺传下去，但是不容易，“现在学手艺和我们

那时候不一样。农村来的孩子，管得稍许紧一点，立马

背包袱走人，更别说‘养尊处优’的上海小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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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奢侈品修复工作，

既需要大刀阔斧的勇

气，也需要小心翼翼

的严谨。

季永华  师傅

 技艺：奢侈品修复

 工龄：近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