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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题 ]

编者按 鞋子坏了，到街边补一补继续穿；雨伞坏了，去一趟修伞摊可以继续用；自行车半路骑不了了，推到修车摊三两下修好……这些修旧摊
长存于我们的记忆。近年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新物替代旧物越来越快，很多人已习惯将坏了一点的物品闲置或扔掉，从前红火的修旧摊
也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他们中有的及时转型，有的还在继续坚守，对于我们的城市发展来说，每一个修旧摊的存在都有着重要意义，感谢那些长期
坚持、可敬可爱，一直默默发光发热的修旧手艺人。

“你看我穿的裙子腰大了，能改小点吗？”路过的
年轻女人问李花霞。“能行，你过会儿拿来就行。”一
顶旧旧的斜撑着的遮阳伞，一台表面磨损严重的脚
踏缝纫机，脚边放着一盘五颜六色的线和水壶，李花
霞的裁缝铺就这样在两栋民房中间的小巷口支着。
洛南县城关中心小学旁的马路上，人来人往，车水马
龙，裁缝铺并不起眼，只有猛然看见旁边靠在墙边蓝
底红字的招牌，才能发现这儿有家裁缝铺。

双脚踩着缝纫机，手上正忙碌的李花霞家在洛
南县刘店社区，2012 年，两个孩子即将上学，为了方
便照顾孩子学习和生活，李花霞在学校旁边租了一
间房子，每天的生活就是接送孩子和做饭。

总伸手向丈夫要生活费不是长久的办法，李花
霞就想着找点儿活干。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
她没有一技之长，当她提出开裁缝铺的想法时，丈夫
极力反对。但是在李花霞的坚持下，丈夫也答应了。

对缝纫完全不懂的李花霞找到做衣服的朋友店
里，学习了三天时间，掌握了缝纫机的基本操作，便
决定回去开店。在租住的民房隔壁，李花霞租了一
间小小的门面，又在学校附近的旧货市场花了 230
元买了一台二手缝纫机，简单置办了工作台、挂烫机
之类的家当，裁缝铺就这样开门了。

“一开始为了练手，只能给自己做衣服，后来慢
慢熟练了，才敢动客人的衣服。”李花霞回忆刚开始
的种种困难，“现在我只用看一眼，就知道这件衣服
该怎么修改。”做事认真的李花霞，口碑渐渐传开了，
顾客也多了起来。

为了增加收入，李花霞的裁缝铺除了修补衣
服，还让跑运输的丈夫从西安进一些花卉绿植摆
在店门口卖，居然还卖得不错。3 年后，由于街道
改 造 清 理 ，李 花 霞 的 小 店 里 摆 不 下 大 量 的 绿 植 ，
于 是 她 把 店 转 让 了 ，自 己 就 在 路 口 摆 起 了 摊 位 ，
在巷子里面用活动板房搭了一间小操作间，方便
裁剪，这一摆就是 7 年。

10年间，李花霞的两个孩子早已毕业，裁缝铺虽
然挣得不多，但是她还坚持开着，回想过去的种种经
历，她百感交集。有一年冬天，一位女顾客带着一件
长款羽绒服找到她，说新买的羽绒服不小心被火烧

了两个大窟窿，让李花霞一定帮忙想想办法。李花
霞用了两个上午的时间，把羽绒服下面拆开，裁掉烧
坏的部分，再重新装好羽绒和拉链，费了大力气，终
于把这件羽绒服修补好了。顾客来取的时候，连连
夸赞她手艺好，说自己原本都没有抱很大希望，没想
到补完后跟新的一样。看到顾客高兴地带着衣服离
开，李花霞心中也十分满足。

但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早年间，一位顾客带着布
料来做裤子，当几天后来取的时候，顾客说李花霞用
廉价布料换了自己原本送来的。李花霞十分委屈，
好几番解释都没有让对方信服，最终顾客拿着裤子
愤愤离开了。“我虽然是小本生意，但是我也是讲诚
信的，不会为了几十元的布料砸了自己的招牌。”李
花霞告诉记者，“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不讲理的顾客
毕竟是少数，很多顾客还是很信任我的手艺，相信我
能把衣服改得令他们满意。”

平时在修补衣服的过程中，李花霞发现衣服里
面有钱物，都会在做完活后，原封不动地放回去。她
始终觉得金钱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挣得，这样才用
得安心。只要天气允许，李花霞每天都坚持在巷口
摆着摊位，“已经成了习惯，每天都像是有任务需要
去完成一样，万一有人找我呢。”李花霞说道。

巷 子 口 的 裁 缝 铺巷 子 口 的 裁 缝 铺
本报记者 谢 非

在不少市民的记忆里，从家门口去上班的路上，
总有个修自行车的摊位在等待。而近些年，修自行
车的摊位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汽车、电动车等其
他交通工具的清洗、修理店。随着社会公共交通的日
益发达，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已经逐渐
被边缘化。

“小伙子，你这里能换车圈不？”7 月 2 日一早，市
民王大爷就来到了商洛学院附近的诚信修车行咨询
自行车修理的问题。王大爷告诉记者，自己的自行车
用了很久，后轮的车圈和车条已经损坏了，在城里找
了好几家都没办法修理，自己也是听了邻居的建议才
寻到这家店。

“叔，您的车圈是 24还是 26的，车圈内侧有型号，
您得给我说了型号我才能给您找匹配的车圈更换。”
店主孙卫华热情地对王大爷说。说罢，他将自己的电
话号码留给了王大爷，让大爷找到型号后给他打电
话，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把自行车推过来修理，免去多
跑一次的麻烦。“这小伙子还挺实在，我回去看了给你
打电话！”王大爷满意地说。

今年 40 岁的孙卫华经营这家修车行已将近 15
年，从一开始的自行车修理铺发展为如今涵盖电动
车、自行车、三轮架子车修理和各类配件销售的综合
型修理铺，他靠着勤劳踏实和诚实守信把小店经营
得红红火火，赢得了不少回头客。2009 年起，孙卫
华就开起了自行车修理铺，兼顾销售自行车配件等，
靠着手艺赚钱，孙卫华夫妇很满足当时的情况。“那
会儿自行车是出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修车的摊子
自然也多，而且还很受重视，像人们现在的汽车一样
定期保养，挑个大晴天洗洗车，给齿轮链条上上油，
也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一旦车闸不灵了、车链子掉
了、车胎扎破了，即刻推向修车摊，三下五除二，一会
儿工夫就能给修好。”

孙卫华的妻子畅小燕感慨，在过去自行车还算得
上是“三大件”之一，而现在上班要么开车，要么骑电
动车，上学一般都坐公交车，小小的修车铺也见证着
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出行方式
也改变了，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随着公交线路的
日益完善，电动车、家用小轿车的普及，对市民而言，

生活半径正在不断扩大，而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也
更加丰富。再加上公共自行车、共享电动车的覆盖面
逐渐扩大，买自行车代步的人越来越少，于是修自行
车的老手艺，也逐渐隐匿在了城市的边边角角。

随着城市里电动车越来越多，自行车修理开始走
下坡路，孙卫华店里的生意也愈发冷清，修理自行车
的收入已无法满足日常生活所需。2018 年，孙卫华
及时调整发展方向，自学了电动车的修理技术，发展
起了电动车、自行车相关的修理及配件销售业务，并
加入了某品牌电动车电池的代理商，还与周边县区以
及镇办的自行车、电动车店建立合作关系，提供各类
配件，扩大了经营范围，成功转型。

“虽然修理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但还是有一定
市场的，三轮架子车、山地自行车、儿童自行车等还是
有固定的客户群的。”孙卫华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他
一直在不断学习，让自己能够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
见到那些来修理老式自行车的人，尽己所能地帮他们
修好，这不仅仅是修理一辆自行车，承载的更是一份
记忆和情怀。

老 手 艺 与 新 转 型老 手 艺 与 新 转 型
本报记者 白志鑫

7 月 2 日，空气中弥漫着湿热。在市区东背街
的修鞋店里，王敏正专注地为手中的鞋子粘底，即
使头顶的风扇在不停转动，可没一会儿，王敏额前
的碎发还是被汗水打湿，旁边的两三名顾客一边等
待，一边摆手为自己扇凉。

“底子粘好了，你穿上试试平不平，硌脚的话我
再给收拾。”王敏将粘好底的鞋子递给顾客，顾客试
穿后很满意，连连道谢。顾客正准备付钱时，王敏
看到顾客背包带子有一处快要磨断了，便说：“你把
包卸下来，我给你把带子一缝，免得过几天断了没
法背了。”给修鞋机上的缝纫针穿上和背包同样颜
色的线，仅仅几秒钟，包上的带子便修好了。顾客
问加上缝带子一共多少钱，王敏笑着说，缝带子不
收钱了，顺手的事，不费工夫。

“王师傅做活细心、麻利，人还热心，我们周围
人鞋子有个啥问题，都爱到这儿来。”一位正在等待
的顾客说，她家住在中心广场附近，10 年前就在王
敏这儿修鞋，她记忆中，以前东背街一街两行都是
修鞋的，现在却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像王敏这种坚
持下来，还热情待人、诚信做事的更为难得。“现在
的生活好了，人们吃穿住行条件也好，有的人鞋有
一点儿问题就不穿了，但是对我们这上了年龄的人

来说，鞋还能穿就舍不得扔，总想修一修，所以啊，
这修鞋匠还是少不了。”这位顾客感慨道。

今年 50 岁的王敏是东街社区人，年轻时，她
打过零工，也和丈夫在城区跑过“蹦蹦车”，后来城
区车辆整治，取缔了“蹦蹦车”拉人，再加上丈夫身
体不好，他们就放弃了跑车。就在她四处寻找商
机时，婆婆鼓励她学手艺摆摊子修鞋。“说实话，刚
开始还抹不下脸，觉得坐在街道边给人修鞋没出
息。”说起 13 年前决定干修鞋，王敏说是因为婆婆
的劝导，让她彻底放下了顾虑，她也想明白了，修
鞋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只要活做得好，做人诚信善
良，就会有收获。

俗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
物资匮乏的年代，鞋子坏了，人们总想着去修一修，
修好了还能再穿。“所以那会儿，手艺人吃香，修鞋
匠也多，光是东背街就有 20 多个修鞋摊子。”王敏
还记得，那时没有机器，全靠人手工修鞋，她举例
说，以前粘鞋底子，要先用木搓把鞋底搓平磨光滑，
再粘上新底子，最后把新底子磨成和旧鞋底一样的
形状，粘一双鞋底子既费时间又费手。“一年四季手
指头都要缠上胶布，把指头保护好，不然就会皲
裂。”回忆起以前，王敏感慨，还是现在好，科技发达

了，有了修鞋机、砂轮机，修鞋子更方便省力。
13 年来，王敏用双手修补了不计其数的鞋子，

也为很多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家住东关的刘梅
今年 62 岁了，10 多年来，她就只认王敏的手艺，她
介绍，有一次，雨水把她的一双新鞋泡开胶了，她特
别难过，因为那双鞋对她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那
是我儿子参加工作后用第一个月工资给我买的鞋，
看到鞋子坏了，我真的很心疼，舍不得扔，后来就是
在这修好的，穿了七八年都还好好的。”

这样的小事在王敏的修鞋摊子上演了无数次，
王敏用自己精湛的手艺和热情的态度温暖着顾客
的心，她也收获了成就感和幸福感。丈夫身体不
好，干不了体力活，王敏靠着修鞋供应全家生活，现
在她的女儿也快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日子虽简单平
淡但也幸福美满。

“帮着顾客把一双双鞋子修补好，他们高兴，我
也觉得很快乐。”王敏说，她在修鞋摊子上见证了社
会的发展，看着城市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她也从
路边的小摊子搬进了能遮风避雨的鞋店。“总的来
说，还是生活条件好了，虽然现在顾客少了，修鞋慢
慢地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只要还有人需要，我还会
继续修鞋，把这个手艺坚持下去。”王敏笑着说。

““ 修 补修 补 ””出 来 的 幸 福出 来 的 幸 福
本报记者 王 倩

旧时光里的老手艺旧时光里的老手艺

李花霞正在修补衣服李花霞正在修补衣服

孙卫华在修理山地自行车孙卫华在修理山地自行车

王敏正在修鞋王敏正在修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