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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城事·社区

阅读提示

到了 2005 年前后，丽水才开始流行羊绒衫，那
时候几百元一件的羊绒衫可以说是“奢侈品”，很多
家庭一年都舍不得做一件，“但如今，很多人再不会
觉得羊绒衫贵，普通老百姓都负担得起。”

对于许多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摇一件羊绒衫、弹一床棉被”是过冬的首选

丽水人冬天的“私人定制”，你准备了吗？

□ 记者 谢佳俊 文/图

11 月 22 日，小雪。丽水迎来寒潮，很多人都

穿上了厚厚的冬装。记者留意到，随着气温下降，

市区定制羊绒衫的生意又旺了起来。对于很多上

了年纪的丽水人来说，“摇一件羊绒衫、弹一床棉

被”是过冬的首选。近日，记者来到了市区两家老

店，探究丽水人冬天的“私人定制”。

说起定制羊绒衫，十有八九的丽水人都会推

荐市区高岭弄的“红叶羊绒衫”。

这家小店位于棉布市场的小巷里，开了有二

十多年。店面不大，只有二三十平方米，三面墙上

挂着各式成衣，柜台后方的架子上码着毛线团。

店铺似乎没怎么装修，四周的墙面都刷成白

色，店里的柜子、扶梯都十分有年代感，门口玻璃

上原本鲜红的店名，已经开始泛白。

老板叶鸿利 50 来岁，看起来却像个年轻的大

姐，踩着一双高跟鞋，烫着卷发，许多客人进门，首

先打听她身上的羊绒衫款式。

“干我们这一行嘛，得紧跟潮流，不然就没饭

吃咯。”叶鸿利笑着说，虽然店里主要做的是冬天

的生意，但每年上半年，她都奔波在外地选货，“今

年的羊绒涨了不少，但我们的价格几乎没有什么

变化。”

冷空气一来，羊绒衫定制便开始走俏。“很多

人在寒潮前一个星期订货，冷空气一到，就能把暖

暖的羊绒衫穿在身上了。”在叶鸿利的店里，定制

羊绒衫有两种计费：一种是计件，一般的女式羊绒

衫 400 多元，男式的贵 100 多元，特大码则需要加

钱；另一种是称重，羊绒线 700元左右一斤，再加上

一两百元的工费。不同的羊绒衫得根据质量定

价，目前丽水的定制羊绒衫，依然以计件为主。

记者在店里时，看到许多客人前来定制羊绒

衫，一名骑电动车的大姐是店里的老客，她想挑一

件既能内搭，又能外穿的羊绒衫，挑好款式后，怎

么都选不定颜色，转身和叶鸿利说，“颜色你定吧，

我信你的眼光。”

叶鸿利给她挑了一件绿色的样衣，大姐放在身

前一比划，十分满意。“看着人洋气了不少。”大姐

说，她在红叶羊绒衫店定制了许多羊绒衫，价格都

不贵，“在商场里，这质量的羊绒衫得卖上千元。”

记者摸了摸店里的羊绒衫，手感柔软，用料扎

实。不过，在记者的印象里，羊绒衫总是给人一种

“土味”感，而且定做还要额外付出时间，年轻人还

愿意等吗？叶鸿利直言，现在的年轻人可比以前讲

究多了，而且都是“家族式”地购买。

很多年轻人从小穿着爸妈来定制的羊绒衫，

长大后也保留着同样的消费习惯，而且还喜欢分

享自己买到的好东西，结果身边的亲戚朋友都来

店里定制羊绒衫。叶鸿利最远的生意在国外，身

在海外的华侨每年都来店里定制羊绒衫，“一做就

是几十件，由一两个代表统一带出去。”叶鸿利笑

着说。

叶鸿利从小就是一个狂热的编织爱好者，十几

岁时跟着妈妈学织毛线，没过几年，家里人穿的毛

衣都由她一人负责。

叶鸿利没想到这一小小的爱好成了她一生的

事业。上世纪 90 年代中叶，叶鸿利所在的工厂倒

闭，于是她和丈夫做起了毛衣定制的生意，一开始

做的是羊毛衫，到了 2005年前后，才开始流行羊绒

衫。那时候几百元一件的羊绒衫可以说是“奢侈

品”，很多家庭一年都舍不得做一件，“但如今，很

多人再不会觉得羊绒衫贵，普通老百姓都负担得

起。”

从稀罕货到平价货 羊绒衫“飞”入寻常百姓家

每天早上 7点多，位于中山街的北郭桥棉被店

就开门了，天气一凉，许多丽水人抱着自己的棉被

过来翻新，或是来定做新的被子，老板娘谢秀霞告

诉记者，每天都有好几个人过来定制被子，机器从

早开到晚，只有吃饭时，才停一会儿。

这家棉被店已经开了二十多年，之前开在马

路对面的社区里，城中村改造后，谢秀霞和丈夫把

店面挪到了中山街，方便以前的老顾客找到他们。

店里只刷了一层白墙，有的地方还能看到红

砖，四周都打了架子，摞着一床床的棉被。谢秀霞

趴在木板上弹棉花，戴着一次性浴帽和口罩，整张

脸捂得严严实实的，随着机器发出轰鸣，细小的飞

絮飘散开来，一床棉花慢慢被弹得松软。

做一床被子，大约需要 2 个小时，其中大部分

的时间都在弹棉花上，翻新被子要一个小时，主要

将变硬的棉花重新弹得软和。被子可以定制，也

可以买现成的，用的都是最好的棉花。谢秀霞告

诉记者，棉花 30-40 元一斤，每斤棉花加工费是 8
元，算下来花费 300 多元就能买一床 8 斤重的棉

被，足够过冬了。

市民王阿姨是店里的老主顾，她专门为父亲

定制一床过冬的棉被。王阿姨说，现在家里条件

好了，一家人早换上了更轻、更舒适的蚕丝被和羽

绒被，但老父亲还是喜欢棉被的厚实感，“这不，棉

花都是家里种的，但重量还差点，又问老板买了几

斤棉花，做成了一床被子。”

看着眼前一床床厚实的棉被，给人一种莫名

的心安，许多前来定制棉被的老丽水人告诉记者，

“在店里定制，你能看到他们用的棉是什么质量，

网上买的嘛你也不晓得是不是真材实料，还是看

得到的放心一些哦。”

市民叶大伯回忆，以前老丽水城有不少棉被

店，但这几年来，这些老店纷纷关门，只留下几家

“老字号”一直坚守着。

“现在定制棉被的人少了，但竞争的店铺也少

了，总体而言，生意和以前差不多。”开店二十多

年，谢秀霞一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

变。刚到丽水时，谢秀霞和丈夫在附近租了一套

房子，两个女儿相继在出租屋里降生。夫妻俩奋

斗十年后，终于买了一套约 60 平方米的小房子，

如今，借着城中村改造的东风，一家人在水梦庭苑

买 了 房 。“ 现 在 的 房 子 有 100 多 平 方 米 ，宽 敞 着

哩。”

奋斗二十多年，谢秀霞过上了富裕的好生活，她

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也感谢多年来街坊邻居

的照顾，“只要大伙有需求，就会把店一直开下去，给

更多的丽水人‘定制温暖’。”

弹一床被子 是丽水人入冬的仪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