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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修表，今年70岁的马连宏

仿佛有聊不完的话题。他17岁就

参加工作，从事修表行业已有40

年，经历过社会变迁的沧海桑田，

见证了修表行业的起起落落。对

他来说，修表已不仅仅是一门谋生

的手艺，更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

部分。

如今，马师傅在清江浦区西大

街经营着一家钟表行。只要没有

特殊情况，他每天都会来到小店，

卖钟表、修钟表。和钟表打了大半

辈子交道的他，看过大量关于修表

的专业书籍，又在实践中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很多找他修过钟表的

顾客，都知道他修表技术精湛。马

师傅待人和气，见谁都能聊得来，

顾客带来的钟表如果只是出了小

毛病，常常只需在轻松的谈笑中就

能结束等待。曾经有一位顾客的

手表坏了，找了很多修表师傅都说

没办法，拿到上海去修也修不了，

说要把表寄到瑞士去修才有希

望。后来经人介绍，这位顾客找到

了马师傅，他很快就给修好了。那

位顾客十分高兴，在电视台制作的

纪录片中专门出镜表扬了马师傅。

马师傅不光手艺好，做生意还

十分坦诚。曾有一位顾客抱着一

台坏了的老式座钟找到他，说这台

钟放在家里40年了，家里人对它有

了感情，现在坏了舍不得扔，希望

能修起来。马师傅检查后告诉对

方，修这座钟要花150元，比这座钟

最初买的时候花的40块钱还要多，

问顾客能否接受。顾客也知道，40

年前的40元比普通人一个月的工

资还多，而如今普通人的平均工资

早就好几千元了，150元的修理费

并不贵，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后来马师傅顺利地修好了，顾客抱

着钟高高兴兴地走了，临走时对马

师傅不停地夸赞。

马师傅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到

本世纪初，修手表行业走上了下坡

路，他的生意受到了很大影响，不过

他坚信有手艺就能为社会所用，克

服困难坚守了下来。如今，戴手表

的人又开始多了，马师傅的生意也跟

着红火起来。“只要社会有需要，只要

我还能干得动，就会一直干下去。”他

说。 ■融媒体记者 傅停停
实习生 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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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阴区北京北路上有一家万

华鞋店，是一家专卖皮鞋的店铺，但

靠近店面门口最显眼的地方却放了

一部补鞋机，还堆放着各类修鞋工

具，华其宏就坐在补鞋机的旁边，等

待着顾客上门。

“师傅，我这鞋边儿有点裂开

了，请你帮我看一下。”一位女士拿

着一只运动鞋匆忙赶来。“儿子爱打

篮球，这鞋刚穿没几次鞋边就有点

开胶了，扔了又不舍得，我向好几个

人打听才知道华师傅手艺好，特地

过来的。”只见华其宏在腿上铺一块

厚厚的布，把客人送来的鞋放在腿

上，在钩针上穿上结实的粗线，手拿

着锥子用力戳着鞋底，就开始给鞋

底上线。穿针、钩线……华其宏熟

练地做着每一个动作，几分钟时间，

鞋底的裂痕就消失不见。

今年54岁的华其宏跟鞋打交

道已经快30年了，他曾是皮鞋厂的

工人，因为工厂效益不好，离开工厂

后，他干起了修鞋的营生，最开始时

是在路边摆摊。华其宏介绍，上世

纪九十年代的时候穿皮鞋的人多，

修鞋的人也多，他每天天没亮时就

要到摊位上修鞋，一直忙到天黑，还

有一大麻袋的鞋没有修完，他就把

所有的鞋都带回家，在家里熬夜修，

经常挑灯夜战到凌晨两三点。“那时

候虽然很辛苦，但也是吃穿不愁

了。”华其宏高兴地说，靠着修补鞋

子的收入，他供养儿子长大成人，日

子过得越来越好。

“修鞋这个行当微不足道，但能

把那些损坏的东西修补好，让大家

继续使用，还能让大家心里记得我，

就挺有成就感的。”从二十多岁的壮

年小伙到如今，华其宏的脸上已经

布满了皱纹，手上长满了老茧，但说

起这份工作，他脸上满是笑容。

前几年，华其宏的儿子大学毕

业后，顺利进入一家十分不错的工

作单位，一家人生活也算无忧，但出

于对这一行的热爱，华其宏还是每

天风雨无阻，按时过来开店，除了从

前摆摊时积攒的老顾客，不少店铺

周边的居民也寻来，请他帮忙修补，

他乐呵呵地说：“为周围居民提供便

利服务义不容辞，只要我还做得动，

就多做几年！”

■融媒体记者 高婷婷
实习生 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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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帮我把这衣服改瘦些。”

熟客街坊葛阿姨走进曹乃娣的裁缝

店，曹乃娣麻利地拿起卷尺在葛阿姨

身上比画了几下。

“改瘦两厘米，到这里，你看行

吗？”“可以！”曹乃娣用笔在衣服上做

了个记号，开始裁剪，再放到缝纫机

上，一手按着，只听着“嗒嗒嗒……”

针脚走得又直又密。

“我在这里改衣服改了十多年

了，老板手艺好，人也热情！”十几分

钟后，衣服就改好了，葛阿姨却没有

离开，而是继续坐在店里与曹乃娣热

情地聊天。

这是藏在清江浦区柳树湾街道

城北社区光华苑小区里面的一家裁

缝店，没有显眼的广告招牌，推开简

单朴素的玻璃推拉门，就能看见一台

干净整洁的缝纫机，右手边一张长方

形的操作台，堆积着满满的衣服，一

排大小不一的盒子里盛着各种工具

和纽扣、拉链等零碎配件。店里还摆

放了三四个小板凳，是留给顾客等待

改衣服时坐的。

51岁的店主曹乃娣年轻时便在

裁缝店里拜师学艺，到如今还在不断

精进自己的手艺。“以前就想着让自

己有个手艺维持生计，后来就想着要

不断学习，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没

想到这一干就是20多年。”曹乃娣告

诉记者，2000年时，她在人民路上开

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裁缝店，那时候

的生意特别火爆，还有不少来专门定

制衣服的，后来专卖店越来越多，衣

服款式越来越新，做衣服、缝补衣服

的人少了，生意就比较平淡，2010年

时，她便把裁缝店搬到小区里来。

“别看我现在的店面小，来我这

里的人倒不少。”说到这里，曹乃娣

显得格外开心。靠着二十多年用心

经营积累下的口碑，有许多老顾客

都和曹乃娣处成了朋友。只要曹乃

娣的店铺门开着，除了周边居民感

觉衣服不合身找来修改的，更多的

是顾客熟络了以后，专程来找她唠

嗑的，裁缝店里经常充斥着欢声笑

语，好不热闹。小小裁缝店竟成了

邻里、朋友欢聚的场所，这让曹乃娣

觉得自己的裁缝店成了一个更有意

义的存在。

■融媒体记者 高婷婷
实习生 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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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来人往的大街小巷，修

鞋匠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日

复一日地坚守着自己的小摊，随

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今

年63岁的左平松师傅就是其中

的一位。

一柄硕大的遮阳伞，撑起一

块勉强遮风挡雨的小天地。来

到承德路与环城路的交叉路口，

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左师傅的

修鞋摊位。有顾客的时候，他坐

着修鞋、修拉链、兼卖鞋垫；没有

顾客的时候，他常常拿着钓鱼竿

在摊位旁边的河渠中钓鱼，借以

消磨时间。“生意也就马马虎虎

吧，每顿饭豆腐青菜可以保证，

要想大鱼大肉可就难了。”谈起

自己摆修鞋摊的收入，左师傅平

淡地说道。

修鞋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活，

真做起来却不简单。左师傅的

摊位原本在承德路与花街的交

叉口，不到一年前才搬到了现在

的地方，经常有老顾客通过四处

打听找到他的新摊位来。“老左

的手艺不错，修鞋子很内行，他

缝过的鞋子上针脚密密麻麻的，

又好看又结实。”左师傅的老邻

居提大爷夸赞说。“我家原来住

在东大街，在花街旁边摆摊子二

十多年了，现在我住在延安东

路，就是因为不舍得这里的老顾

客才没有把摊子搬得太远。”左

师傅说，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下岗潮中下岗，之后就捡起祖传

的修鞋手艺自谋职业，成了一名

修鞋匠。虽然都是些小修小补

的手艺，但他做起活来却十分负

责，力求既实用又美观。此外，

他平时很喜欢琢磨修补的技艺，

像是什么拉链错齿、缺齿等“疑

难杂症”都能修，这些都为他积

攒了不少良好的口碑。

“修鞋的生意现在明显不如

以前了。”左师傅说，不过有时候

他能深深体会到人们对修鞋行

当的需要。“有人走在路上鞋子

忽然坏了，千方百计找到我这边

来修。”左师傅说，在为大家服务

的过程中，他感受到被需要的快

乐。

■融媒体记者 傅停停
实习生 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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