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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一柄木尺 裁一城风华
愚园路一隅，藏着一间面积只有

  平方米的裁缝店。不起眼的门洞
里，狭长的走道连着有些陡峭的木质
楼梯，踩上去嘎吱作响。抬头是一块
稍显破旧的白色门板，循着上方醒目
的黄色标记左拐，掀开门帘，  岁的印
伯龙正倚着一张木桌忙碌。轻微泛黄
的白色桌布上，堆叠着颜色不同、样式
各异的衣物。他一手拿着一把表面斑
驳的木尺，一手捏着划粉片在衣物上
细细勾画。一场蜕变正悄然发生。

印伯龙是如今上海裁缝界的“老
法师”，做裁缝近  年，几乎全年无
休。凭借一双巧手和一腔热爱，以勤
奋、努力与坚持为针脚，他用无数个日
日夜夜裁剪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

印伯龙在店里忙碌

本报记者 曹博文 摄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普通人的“上海故事”

近40载全年无休，60岁的上海裁缝界“老法师”
印伯龙成为众多明星的专用改衣师

初到上海
学门新手艺

印伯龙，江苏泰兴人，曾在老家做过皮

鞋。1984年，二十岁出头的印伯龙来到上海

拜师学艺，做起了裁缝。一开始，他跟着师

傅上门为顾客定制衣物，每天能挣2块5，

“那时基本全年无休，每天从早上9时干到下

午6时，晚上还要加班。”

1988年，印伯龙来到浦江镇的一家服

装厂做裁缝，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经手

十几件衣物，一个月能挣500余元。可惜好

景不长，两年后，这家服装厂因为效益不好

倒闭了。

于是，在1991年，印伯龙开出了自己的

第一家裁缝店。后来十几年，从长宁区的中

山公园旁到定西路，再到普陀区的新村路，

他和妻子一路辗转，小店也跟着多次搬家，

最后，终于在长宁区愚园路安了家，到如今

已将近20年。

对印伯龙而言，裁缝店不仅是他工作的

场所，也是自己在上海的家。最苦的时候，

他的小店只有6个平方米，放不下床，他和妻

子只能打地铺睡在桌子下面。那时，屋顶是

石棉瓦，夏天热得像在蒸桑拿，他只能用泡

沫塑料盒子装上自来水，放在屋顶上散热。

为了维持生计，他早上4时起床，去菜市场摆

地摊接单，“生意好的时候能接到六七单，不

好的话一单都没有。”

虽然开店经历坎坷，但在一针一线的精

雕细琢里，印伯龙练就了一双量体裁衣、缝

制整烫的巧手，更深深地爱上了这门手艺，

“看到别人穿上我做的衣服，漂漂亮亮的，很

有成就感。”

走过寒冬
换个新赛道

2010年左右，印伯龙裁缝店遭遇了“寒

冬”。“那时，商场里衣服款式多样、价格便

宜，找我做手工定制的顾客越来越少，生意

惨淡，大约90%的裁缝都转行了。”印伯龙是

剩下的那10%，“还没想好转到哪去，只能继

续做着，慢慢熬。”

2012年，新的机遇出现了。“上海的很多

西装定制店不会改衣服，就把顾客都推荐到

我这里。”但是，改衣服并不比做衣服简单，

比如男式西装袖子的袖长怎么改，印伯龙心

里也没数，只能慢慢琢磨。“从什么地方下手

好一些？”“这件衣服怎么改才能达到最佳效

果？”这些问题，他有时要琢磨一晚上，甚至

连早起晨跑时脑子都停不下来。

日复一日的苦心钻研终于有了成效。

如今，印伯龙改制衣服已得心应手，好手艺

更是在顾客中口口相传。在他的小店，改衣

收费视衣物的材质、修改难度而定，通常在

50—500元不等。他的桌上放着一个记事

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顾客的改衣要求与交

衣时间，与装衣袋上的标签一一对应。

尽管已是花甲之年，印伯龙还是天天忙

得团团转，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除了过

年，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刚刚过去的元旦假

期，印伯龙也只休息了半天，但他却乐在其

中，“我改的衣服，顾客满意了，就是我最大

的动力。”

拥抱网络
打开新世界

“师傅，今天下午4点半能来找您改衣

服吗？”采访印伯龙不到半小时，他就接了

两个顾客的电话。回答记者提问的间隙，

他还在忙着回顾客消息。问他这些年生意

这么红火有啥秘诀，印伯龙举起手机，开始

滔滔不绝：“我现在也做网上生意，顾客来

自全国各地。”

原来，移动互联网时代为印伯龙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他先是学习如何使用微信，后

来又开通了小红书、抖音等平台账号，在网上

分享自己的改衣心得，扩张生意版图，积累了

数千名粉丝。有的顾客不在上海，印伯龙便

与他们微信视频沟通改衣需求，再通过快递

交接，完成一单单衣物改制生意，礼服、婚纱

都不在话下。今年5月，一位海南三亚的顾

客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印伯龙，特地来上海

找到他，要求改制一件高定礼服。

凭借精湛的手艺，印伯龙走出上海弄

堂，走向更大的舞台。如今，他已成为众多

明星来上海参加活动时的专用改衣师。微

博之夜、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各种时装

周的红毯上，都“闪耀”着他的心血，“我服务

过的明星有上百位，他们的衣服，最贵的要

几十万元，所以，我每次都做得特别用心。”

虽然听上去光鲜亮丽，但印伯龙挣的都

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辛苦钱。每逢大型活

动举行，他要提前去给明星试衣，在各大酒

店来回穿梭，连续几天通宵忙碌也是常态。

问及小店如今的收入，印伯龙笑着说，现

在的生活比从前

要好太多，自己已

经心满意足。他

热爱这份工作，还

没想过退休，“做

不到80岁，70岁总

可以吧？”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本报讯（记者 任天宝）如果公交车可

以提前预约，你会尝试吗？面对行业困境，公

交系统正积极求变，推出新模式和定制班线，

以在“地铁为主，公交为辅”的上海公共交通

生态中找寻新的定位。记者日前获悉，上海

久事公交集团正在研究完善久事公交乘车通

App以及小程序，目前小程序已上线，预约乘

车模块即将开通，新版本将增加互联网预约

用车的功能。

“我们调研发现，公交客流减少除了市民

出行习惯改变等因素外，还因为原有线路不

符合乘客实际出行需求。”久事公交集团业务

部经理杨黎明表示，即将开设的互联网预约

乘车功能，可以更加灵活地推出符合市民需

求的线路。“我们先期推出中山北路中潭路至

安亭汽车站的陆安线，点对点直达，乘客在网

上预约具体乘车日期、班次，在指定时间上

车，费用还是2元。”

这是一次试水，测试线上功能模块，检验

线下服务配套，“如果反响好，可以增加班次，

如果需求不大，我们也可以调整推出其他线

路”。这条线还可以缓解节假日上海交通枢

纽客流疏运压力，为地铁末班车停运后市民

出行提供新的公交解决方案。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九部门印

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若干意见》，针对目前公交行业困境提

出15项具体举措，明确支持城市公共汽电

车企业充分利用运力资源，开通通勤、通

学、就医等定制公交线路；发展“公交+旅

游”服务模式，优化定制公交管理流程，提高

办理效率。

当前一些公交线路客流量减少，但部分

通学、通勤、出游、新建社区的交通需求尚未

得到充分满足。可以享受公交车专用道、信

号优先的公交服务，如果能够推陈出新，扬长

避短，应能解决百姓出行痛点，增加吸引力。

2022年11月底，在政府相关部门支持

下，久事公交集团巴士四公司承运的“最后一

公里”短驳车启动试运营。“金融直通车”从小

南门地铁站出发，覆盖了南外滩大部分金融

机构，截至目前，载客超过35万人次。

南外滩“金融直通车”线路起始站为9号

线小南门地铁站，途经鑫景金融站、金融品巷

站、久事大厦站等，晚高峰反向运行，覆盖了

南外滩大部分金融机构。“试运营两三个月后

就客流爆棚，特别是早高峰，起始站经常大排

长龙。”公司运营信息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试

运营期间，直通车早晚高峰各运行2小时，早

高峰7时45分至9时45分、晚高峰17时至19

时，3辆公交巴士交替环线运行，一共运行36

班，日均客流在1200人次左右。

2023年5月，随着南外滩入驻金融机构

持续增加，职工人数不断上升，“金融直通车”

配置显得捉襟见肘，5月底实施扩容，早高峰

运营时间提前至7时30分，增加1辆配车，增

设董家渡金融城站。6月起，直通车的日均客

流增加至2000人次左右。

2023年以来，像“金融直通车”这样的定

制班线，久事公交已开行18条，在补上城市公

共交通出行短板、解决市民出行痛点方面作

出了积极的尝试。

面对日常客流下滑的行业困境，久事公

交一直在寻求转型突破的各种可能。“像直

通车这样的定制班线，不仅服务园区，解决

了职工上班最后一公里难题，也让我们公交

运营企业的效率得到了相应提升。”杨黎明

坦言，直通车早晚共运营4个多小时，每个班

次近40名乘客，效率超过绝大多数的常规公

交线路。

去年9月起，更多的定制班线开始试水，

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企业定制的通勤班线，解

决职工从轨交站点到厂区或园区的最后一公

里出行难题。“这些定制班线点对点直达，省

时省力，特别是省去了刮风下雨天的出行麻

烦，受到园区和职工的普遍欢迎。”杨黎明透

露，今年一季度公司还将扩大试点范围，计划

再增加15条定制班线，合作范围也不再限于

厂区、园区，还有学校、医院等。

上海公交行业探索互联网预约乘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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