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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你看这个洗衣袋能否修理？”顾

客拿来一个几乎全新的洗衣机洗衣袋向王

姐询问。王姐表示，洗衣袋的拉链坏了，可

以重新装一个新的。王姐掏出一个布袋开

始工作，“布袋里装着许多不同型号的拉

链，我还有很多个这样的布袋，装着不同的

零件。”

拉链换好后，反复拉动，却始终不能成

功停留在链条上。王姐摇了摇头，将洗衣

袋收好。“一个洗衣袋十几块钱，如果只是

换一个拉链的话还是很划算的，但这个洗

衣袋的链条也坏了，这种情况我会建议顾

客买一个新的。”王姐说，如果能帮顾客省

一点钱，自己也会感觉很开心。

“王姐，你那里有没有这种颜色的线？”

一名说话带着北方口音、坐在王姐身旁工

作的妇女举着一件粉色的棉袄询问。王姐

介绍，这是唐阿姨，从河南过来，在这里工

作也有十几年了。“我们互相帮助，除了互

相支持一些材料，有时候我没有时间解决

的活也会交给她做。”

“我是四川人，唐阿姨是河南人，那边

的李阿姨是湖南人。”王姐说，文明桥的缝

补修鞋匠来自五湖四海，经过这十几年来

的相处，大家都有很强的认同感。“不是一

家人却胜似一家人，我们在西樵呆了这么

久了，饮食、说话方式也跟着产生了一定的

改变。”王姐表示，西樵的市民很包容，她们

也在努力融入，西樵现在已然是她们的第

二个家。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多挣一点钱，

她们每天都早早来到文明桥脚开始一天的

工作。王姐介绍，当时做缝纫缝补人最多

的时候，文明桥下曾有10多名阿姨开摊，

现在，包括自己在内也只有6名阿姨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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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街小巷，来自传统手艺人的“声音”越来越少。在这个信息高

速发达的时代，时代在不断进步，我们却始终无法预知哪一种职业和技

艺能够“永久长存”。

每一门技术和手艺，都有它所存在的价值跟意义。虽然有的技术和

手艺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所替代，但我们不会忘记，在过往的时光里，它为

我们带来的便利和回忆。

也许在年轻人的世界里，我们很难理解为何这些老匠人们“执着”于

一份工作。他们用几十年来淬炼心性，努力做到最好。或许做不了世界

的英雄，但他们尽力用精湛的技艺做自己世界里的英雄。不论是文明桥

下的缝补修鞋匠，亦或是江浦西路的钟表修理匠，这个世界本没有平凡

的岗位，不甘平庸的匠人精神值得人们去尊敬。

过去，走在城市的街头巷角，总能听见传统手艺人的“声

音”——修鞋匠的吆喝声、打铁师傅的敲打声……

随着时代发展和消费观念的转变，那些曾经与我们生活

息息相关的传统手艺人，逐渐消失在岁月中。近日，记者走

近西樵的大街小巷，找到一些还在坚守的匠人。让我们一起

聆听他们的故事。

一针一线“缝制”人生一针一线“缝制”人生
在西樵，沿江浦西路至长堤路，行至文明桥脚附近。在这里，除了能听见菜贩的叫卖

声，不时还能听到有人询问是否需要补衣服、补鞋子。她们，便是文明桥下的缝补修鞋匠。

补鞋机、可折叠的小马扎儿、工具箱、各色线圈……靠着这些简单的工具，她们用灵活

的双手和熟练的技术，为西樵市民的生活带来便利。

小“功夫”有大考究
“这个大的线圈是上线，这个小的线圈

则是下线，两者相互合作，才能车出牢固、

不易散的车缝。”眼前这名热情的大姐，是

文明桥脚的缝补修鞋匠中的一员，人称王

姐。她来自四川，后经老乡介绍，举家搬迁

来到西樵，这一干，便是20多年。

“对我们而言，破损的鞋子、衣物都是

可救之物。”清晨，王姐迎来了第一单生意，

这是一双鞋面脱胶的白鞋。只见她熟练地

将鞋放在补鞋机前，换上与鞋面颜色相同

的线圈后，一只手晃动把手、另一只手则抵

住鞋子进行缝合，双手相互配合，很快便将

鞋面缝好。

处理鞋底分层的鞋子，对她而言是“小

意思”。一扎，一穿，一扣，一回，用引线将

鞋绑起，拿出补鞋胶粘合底部，再将鞋底翻

过来，用锤子均匀地轻锤一遍，用刷子来回

一刷，一双破鞋子便得到了“重生”。

“现在的缝纫机小巧、便携，但我还是

觉得老式缝纫机操作起来更加快速、简

单。”王姐表示，她的这台蝴蝶牌缝纫机是

“初来乍到”时向当地一位妇人购买的，当

时只花了几十块钱。

缝缝补补二十多年，有时候也会遇到

一些困难。比如，曾有顾客带来一个掉跟

的蓝色高跟鞋，王姐用小锤将新的鞋跟垫

反复敲打，却怎么也敲不进去。王姐说，那

双高跟鞋的内部构造是倾斜的，而鞋跟垫

的钉子是直的，如果光用蛮力，会将鞋破

坏。“做我们这个活，考究眼力，你看地上这

些鞋跟垫大小各异，往往有时候一双鞋子

只能找到一对合适的鞋跟垫。”

真心为顾客着想

文明桥脚的修鞋匠

时间的“守护者”用手艺留住光阴

江浦西路的钟表修理匠

靠诚信做了几十年生意
“老板娘，有没有适合学生戴的手表

呢？”早晨，一名顾客来到店内询问。陈师

傅的老伴出来迎接，并为这名顾客介绍合

适的手表。原来，这是一家开了40多年

的夫妻店，平日里，陈师傅主要负责修理

手表，而老伴则负责向客人介绍产品。“夫

妻俩一起干活，很快40多年就过去了。”

“平日里大多是给手表换块电池、换

个发条，当然也会遇到技术性更强的工

作。”陈师傅拿出一块石英表说，这块表在

几年前曾经泡过一次水，直到最近顾客发

现手表不走才拿到店里维修。“遇到这种

情况，会把手表的零件拆卸下来，不同的

零件有不同的清理方式，比如表面上长了

青苔，便用刀片将其刮走。”

“我们做了几十年生意，向来都是很

诚信的。”每当顾客咨询时，陈师傅总是

耐心地告诉顾客所换零件的档次与价

格。有一些价格略高的零件，陈师傅会

进一步询问顾客是否更换。除了认真工

作外，陈师傅平日里也是个积极乐观的

人。“我通常只做到中午，下午我的小舅子

会过来帮忙，而我会去找朋友喝喝茶、下

下棋、聊聊天。”

用手艺留住光阴
燃烧发条的酒精灯、各式各样用来清

理污渍的刷子、固定表盘的木质仪器……

陈师傅的桌上，堆放着许多与“光阴”有关

的工具。“这些工具的年龄，有的都比我的

大孙子还大。”陈师傅表示，从1974年至

今，桌子上放置的一些工具始终还在用，

每当拿起这些工具工作时，总能想起一些

过往的事情。

“时代变迁太快，可以的话我想用手

艺留住故事。”陈师傅表示，除了修理一些

老式的、传统的手表外，也经常挑战自己，

给一些前来维修的年轻人们修理新式手

表、汽车钥匙等。“新式手表一般都比较复

杂，维修的同时也是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也许是因为爱这个行当，时刻看着表

盘，便忘记了时间。有时候，陈师傅在工

作的时候也会回想起年轻时跟随父亲学

艺的生活。“我的技术都是父亲传授给我

的，当时一些客人都恭恭敬敬的喊他‘陈

师傅’，我当时特别自豪，也梦想着有朝一

日能跟他一样。”

“修表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爱好，干

了40多年，修了那么多块手表，它们经我

的手，又能嘀嗒嘀嗒地走了，我心里别提

多高兴了。”伴随着滴答滴答的钟表声，陈

师傅沉浸在小小的表盘里、打磨着一个又

一个精细的配件。“我会一直坚守下去，为

更多人留住光阴。”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练梦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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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桥脚的缝补修鞋匠文明桥脚的缝补修鞋匠。。

■■店内挂满了各式钟表店内挂满了各式钟表。。

■■手艺人手艺人

最注重细最注重细

节节。。

■■陈师傅正在为客人陈师傅正在为客人

修理手表修理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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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喧嚣的街道上，江浦西路的一家老店显得独具一格，那便是宝时老牌钟表

店。在店内，处处体现着人与钟表非同寻常的关系。店门口，一台颇具年代感的钥

匙机、一个挂满各式修理工具的工作台映入眼帘；店内，手表、闹钟、各式挂钟一应俱

全。每天早上，72岁的陈锡详便一头钻入“钟表的世界”，开始自己的工作。

做自己世界里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