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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奉化区申报的中式
服装制作技艺 （红帮裁缝技艺）列
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消息
迅速在朋友圈传播。由此，奉化的国
家级非遗项目除奉化布龙、布袋和
尚传说、宁波走书外，又添一宝。

“ 这 次 红 帮 裁 缝 技 艺 申 遗 成
功，是奉化的荣耀，宁波的荣耀，
也是中国的荣耀。”奉化区非遗办
主 任 孔 琼 萍 如 沐 春 风 ，“ 为 了 申
遗 ， 我 们 准 备 了 完 美 的 申 报 文
本。”孔琼萍说，区非遗保护中心
邀请浙江师范大学的专业拍摄团队
进入服装车间拍摄，正是一年中最
热 的 季 节 ， 车 间 温 度 摄 氏 40 度 ，
一蹲就是六七个小时。接着又联合
浙江纺织学院的冯老师走访宁波商
务局和各大企业，拿资料对数据，
历时三年。

2019 年 8 月份，奉化文旅局分
管领导提着资料袋向区政府汇报，
区领导十分重视，马上召开红帮裁
缝技艺申报协调会议，各项任务随
即跟进布置到位。非遗办人手少，
他们三个月连轴转，周六周日在单
位吃盒饭加班，一心扑在这件事情
上。

自 2007 年“红帮裁缝”被列
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后，经过长达 13 年的准备，“红
帮裁缝”终于冲进国家级非遗名
录。

■红帮先驱，筚路蓝
缕以启山林

早在明崇祯年间，宁波本帮裁
缝已外出谋生。清末民初，在经济
发达的沿海城市，在洋行职员和富
家子弟之间，悄然兴起了西服热。
在上海创业的宁波本帮裁缝瞄准商
机改做西服。国人时称外国人为

“红毛人”，“红帮裁缝”的叫法由
此传开。20 世纪初，宁波本帮裁缝
已经形成较大规模，占据了上海成
衣业的半壁江山。

红帮裁缝以奉化人为主，也叫
奉帮裁缝。据 1915 年奉化知事发
布的公文，“成衣一业，较各工业
为最，全邑不下二三千”，以 20 世
纪初奉化县总人口数计算，当时从
事成衣业的人数大概占人口总数的
1%。他们从做包袱裁缝起家，露
宿街头，每天肩背包袱，里面装着
剪刀、尺子、熨斗、针线等营生家
当，起早摸黑，走街穿巷，上门为
客户量身定做西服。

19 世 纪 80 年 代 末 ， 江 良 通 、
江良达 （奉化江口人） 兄弟俩辗转
来到日本横滨，向已在横滨从事西
服业的宁波老乡学习西服制作技
艺。他们一边给师傅打下手，一边用
心观察、揣摩制衣技术，牢记西服结
构，苦练刀功、车功、烫功、针法。数
年后，江氏兄弟艺成回国，在上海谋
生。因为服务周到，做工精良，江良
通名气渐响，找他做衣服的人越来
越多。随着手艺日臻纯熟和财富不
断积累，1896 年，江良通在上海巨鹿
路 405 号创办了国内最早的红帮裁
缝店——“和昌号”。

1900 年 ， 王 睿 谟 （奉 化 江 口
人） 从日本学习西服裁剪技术归
来，在上海浙江路与天津路交会处
的忆鑫里附近开了一家西服店——
王荣泰洋服店，13 岁的儿子王才运
一边跟着父亲学习西服裁制技术，
一边帮父亲经营店堂。得到慈溪亲
戚潘瑞章的资助后，1902 年，王才
运 与 同 乡 王 汝 功 、 张 理 标 3 人 合
伙，在南京路与西藏路口 （现上海
第一百货商店） 开设了当时最豪华
的三层十间门面的荣昌祥呢绒西服
号，成为上海滩名气最大、服务最
完善、信誉最可靠的专业服装店。

江良通与王才运等红帮先驱因
业务经营的需要和根深蒂固的乡土
观念，带出家乡的亲朋好友学习红
帮裁缝制作技艺，在上海立足经营
西服业。他们主要来自奉化江两
岸，包括奉化区江口街道 （新桥
下、王溆浦、张家浦、蒋葭浦、前

江等村）、西坞街道 （顾家畈、泰
桥、东陈等村），鄞州区茅山镇、
姜山镇等。随着红帮裁缝艺人的流
动，红帮裁缝技艺流布的范围渐趋
扩大，拓展到国内外 30 余个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1896 年至 1950
年间，奉化人在上海开设西服店达
156 家之多，其中在上海服装史上
被称为“南京路上六大家”的荣昌
祥、王兴昌、王顺泰、裕昌祥、王
荣康、汇利的老板和技师均为奉化
人。他们以师徒、父子相传的方式
传承不息，至今已逾六七代。

■红帮裁缝的技艺内
涵和工艺流程

红帮裁缝立足于宁波本帮裁缝

技艺传统，又吸收西方立体裁剪技
术 ， 实 践 “ 中 西 合 璧 ”“ 中 体 西
用”的制衣工艺，抓住机遇成功转
型。中西服饰虽差异很大，在缝
制技术上却有相通之处。西服缝
制中对“手工”的要求很高，而
本帮裁缝最擅长手工。红帮裁缝
注重个性化定制，形成“目测心
算、特形矫正、翻新补洞”等绝
技。

红帮裁缝在上海声誉日隆，孙
中山先生慕名前来。王才运根据先
生意愿，设计了一款简朴庄重，又
具备西服挺、 平 、 直 、 圆 、 顺 、
墩 、 盛 、 密 、 匀 等 特 色 的 新 服
装 ， 国 内 第 一 件 中 山 装 由 此 诞
生。中山装是红帮裁缝运用“中
体 西 用 ” 原 则 创 制 的 典 型 款 式 ，
制 作 工 艺 吸 收 了 西 式 裁 剪 方 法 ，
外观设计却体现出东方思维和审
美观。王才运成为一代“红帮裁
缝”名师，被誉为上海西服业的
鼻祖。继而，红帮裁缝开创了中
国服装史上的“五个第一”，即国
内 第 一 套 中 山 装 、 第 一 套 “ 海
派 ” 西 装 、 第一家西服店、第一
所西服工艺学校、第一本西服著
作，推动了中国传统服饰的现代化
转型。

红帮裁缝从十三四岁开始拜师
学艺。针对中山装和西服等现代服
装的制作难度，他们苦练在热水里
捞针、牛皮上拔针等基本功，以提
高速度和力度，逐步掌握量、算、
裁、缝等技艺。三年满师后，有的
要帮师一年。一年以后须由本号引
荐，他号方能录用。

说到四个功、九个势、十六字
标准，红帮裁缝的 省 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 蒋 楠 钊 深 有 感 触 。 他
1963 年投师学艺，师承“红帮裁
缝”第四代传人王金定先生，得

到 真 传 。“ 四 个 功 ” 包 括 刀 功 、
手功、车功、烫功，满师后能独
立 制 作 整 套 西 服 ， 且 所 制 西 服
突 出 了 胁 、 胖 、 窝 、 凹 、 翘 、
剩 、 圆 、 弯 、 戤 等 “ 九 个 势 ”，
达 到 了 “ 平 、 服 、 顺 、 直 、 圆 、
登 、 挺 、 满 、 薄 、 松 、 匀 、 软 、
活、轻、窝、戤”16 字的规格标
准。

蒋 楠 钊 带 出 了 王 亚 坤 、 丁 克
运 、 俞 武 军 、 江 玉 芳 等 众 多 徒
弟，他们熟练掌握了这些核心工
艺，成为服装行业的骨干力量。

缝制服装除了 剪 刀 、 尺等常
用缝纫器具外，红帮裁缝还使用
炭火熨斗、烙铁熨斗、弯尺、喷
水壶、划粉、缝纫机。为将衣片
烫成立体型，需要专用的熨烫工

具垫衬。如烫前襟、领口、弯垫
用 的 “ 馒 头 ”、 大 小 马 凳 ； 烫 、
压 、 戤 用 的 弓 形 烫 板 ； 烫 袖 、
肩 、 袖 窿 的 铁 凳 等 。 这 样 熨 烫 ，
能达到胸部饱满，驳头挺拔，上
口 平 薄 ， 丝 绺 顺 直 ， 袖 子 圆 润 ，
整件衣服前圆后登，穿在衣架上
棱角分明。红帮裁缝制作服装的
基 本 流 程 包 括 量 体 、 选 料 、 定
款 、 划 样 、 裁 剪 、 缝 纫 、 扎 壳 、
试 穿 、 修 改 、 缝 制 、 整 烫 、 锁
眼、钉扣、成衣等多个环节，工
序有 130 余道。

红帮裁缝技艺复杂精湛，所制
中山装、旗袍、西服、大衣等不同
服型特色鲜明。他们依靠自身手
艺 ， 借 鉴 西 方 工 艺 ， 在 量 、 算 、
缝 、 试 中 运 用 刀 功 、 手 功 、 车
功 、 烫 功 和 “ 推 、 归 、 拔 ” 原
理，久而久之总结出西服工艺的 9
个势、16 条标准，成为中国裁缝
行业的经典理论。

■红帮裁缝技艺在奉
化的传承

1978 年，“罗蒙”只是奉化江
口镇的一家镇办企业，办厂之初，
没有厂房，没有设备，没有资金。
当时的“罗蒙”厂长盛军海大胆借
用镇政府招待所作为厂房，向银行
借贷，向职工筹集，号召工人把家
里的脚踏缝纫机和电熨斗扛来当设
备。硬件问题解决了，“罗蒙”从
上海请来红帮裁缝老师傅。盛军海
惜 才 心 切 ， 自 己 每 月 拿 28 元 工
资，给师傅的工资却是 1000 元。

名师出高徒，企业稳步发展：
1990 年“罗蒙”实现产值超千万
元、利润超百万元的双超目标，成

为省属重点乡镇企业，被纺织工业
部评为部优产品，受到国家技术监
督 局 的 通 报 表 扬 。 1994 年 4 月 ，

“罗蒙”牌西服以质量分第一、商
业推荐第一、总分第二的佳绩荣获
首届“中国十大名牌西服”称号，
跻身中国一流西服品牌。

被誉为“西服国手”的余元芳
是奉化白杜人，师从王才运，从小
练就“目测量衣”“抽丝补调”“特
型矫正”三大绝技，先后为多位党
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驻华领
馆人员制作服装。上世纪 90 年代，
余元芳接受家乡邀请，多次来奉化
指导服装制作技艺。1991 年 9 月，
首届奉化服装节期间，余元芳正式
收受罗蒙西服厂的俞小莉、华中西
服厂的沈小飞、金海乐制衣公司的
杨贤方、爱伊美西服有限公司的何
亚萍、第八服装厂的葛亚萍等五人
为徒，传授服装制作技艺。

再 来 看 看 “ 荣 昌 祥 ”。 1902

年，王才运创办荣昌祥呢绒西服
号，成为当时上海商界最著名最完
备的西服专业商店之一。1927 年前
后，王才运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
由王宏卿经营。1950 年，王宏卿把

“荣昌祥”交给王汝珍。1959 年，王汝
珍携艺归乡，将“荣昌祥”西服制作
工艺传于侄孙王永华。

上世纪 90 年代初，王永华在
江口王溆浦村服装二厂跑外勤。当
时 ， 奉 化 江 口 有 30 多 家 服 装 厂 ，
其中王溆浦村办有服装一厂、二
厂、三厂。机缘巧合，1992 年，村
办二厂转到了王永华的名下。王永
华得知祖上的“荣昌祥”品牌被上
海春秋服装公司闲置起来，就同村
里的郭书记商量，要把“荣昌祥”
请回家。几经辗转，“荣昌祥”终
于回到王溆浦村，回到了第四代传
人王永华手中。

2007 年，“红帮裁缝技艺”被
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王永华同时成为宁波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

今年 81 岁的王永华珍藏着一
张 摄 于 2002 年 6 月 20 日 的 照 片 。
那天，奉化市荣昌祥制衣有限公司
举行落成奠礼，他和嘉宾们拍了一
张合照。左起第一个是宁波服装博
物馆副研究员陈万丰，第二个是

“荣昌祥”第三代传人王汝珍，第
四个是“荣昌祥”第五代传人王朝
阳，第五个是王才运的儿子，第六
个是王才运的孙女，最后一个是王
永华。如今，王才运最大的心愿是
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已有百年历史
的 “ 荣 昌 祥 ”， 能 由 “ 浙 江 老 字
号 ” 变 成 “ 中 华 老 字 号 ”。 好 在

“荣昌祥”的第六代传人王冠捷从

国外留学归来，做起了电商，将
“荣昌祥”的知名度推广到网络上。

时 间 切 换 到 2020 年 10 月 24
日，在宁波时尚节暨第 24 届宁波
国际服装节圆满闭幕的夜晚，宁
波·外滩 17 号上演了一场百年红
帮时尚派对——“时尚后浪潮甬三
江”。这场派对的发起人，是雅楚
服饰董事长周辉明。

周 辉 明 出 生 于 1978 年 。 1997
年，周辉明从宁波农校毕业参加工
作，接着去加拿大约克大学、多伦
多大学攻读工商企业管理学。25 岁
的周辉明意气风发，学习之余，在
加拿大注册了一家经典羊绒公司，
经营面料和羊绒衫。

早在 2003 年，周辉明与圣·
弗朗西斯科结缘。弗朗西斯科是位
享誉世界的顶级裁缝，曾为欧美各
国政要、富商、影星等做过衣服。
他 9 岁开始学习裁缝手艺，20 岁成
名于米兰，而立之年迁居加拿大，

并开创自己的独立品牌。
2012 年，周辉明创立服装品牌

Nikky，郑重邀请弗朗西斯科成为
Nikky 的首席设计师。2018 年，这
位被誉为“世界十大裁缝”之一的
弗朗西斯科正式收周辉明为徒弟。

当年的红帮匠人学成回国又出
去闯荡，把技艺和精神带到世界各
地，传承和发扬，这是一个良性循
环。如今，弗朗西斯科与周辉明，又
给中西服装文化交流和手工缝制技
艺传承，续写了一段佳话。

■结语

1896 年，江良通在上海巨鹿路
405 号创办了国内最早的红帮裁缝
店——“和昌号”，红帮裁缝制作
技 艺 至 今 已 经 走 过 120 多 年 的 历
史。1956 年，周恩来总理邀请以余
元芳为代表的上海红帮裁缝名师、
名 店 进 京 ， 成 立 “ 红 都 服 装 公
司”，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叶
剑英等国家领导人制衣，被赞誉为
国之巧匠。坊间，人们亲切地称他
们是一支“服装界的国家队”。

1991 年 9 月 21 日，首届奉化服
装节开幕。1997 年 10 月，首届宁
波国际服装节拉开帷幕。服装节给
宁 波 服 装 带 来 了 更 宽 阔 的 平 台 ，

“宁波装，妆天下”成为家喻户晓
的一句话。

其实，自红帮裁缝开创“五个
第一”起，这份荣耀就属于整个宁
波。1933 年，中国第一部西服制作
理论著作 《西服裁剪指南》 出版，
作者顾天云是鄞县下应人；20 世纪
初，姜山人陈章尧、陈章舜兄弟在
汉口创立了第一家西服店——祥康
服装店，成为武汉西服业的开山之

祖；姜山人何庆丰是天津何庆锠西
服店的创始人；姜山人陈清标、陈
清瑞兄弟俩，在长春开设了第一家
西服店；姜山人李玉堂祖孙三代在
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开设了“新记
行”服装店；服装界的国家队“红
都服装公司”的第二任经理王庭
淼，也来自鄞县。他们在红帮裁缝
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想 当 初 ， 红 帮 先 辈 们 在 马 路
旁、小巷口摆地摊，有时还要乘小
舢板到外国轮船上兜揽生意。红帮
裁缝，不仅是一门手工技艺，更是
一笔吃苦耐劳、奋发进取的精神财
富。红帮裁缝是一张城市的文化名
片，它属于奉化，属于宁波，也属
于中国。

如今，新一代宁波红帮传人重
新出发，以智能化为核心，形成连
接创意、制造和消费的智慧产业，
传承红帮工匠精神，依靠科技创
新，续写时尚新传奇。

创
办
于
一
九○
二
年
的
上
海
荣
昌
祥
呢
绒
西
服
号
。

红
帮
裁
缝
中
的
一
部
分
，
以
做
改
良
旗
袍
见
长
。
图
为

刊
登
在
一
九
三○
年
《
中
国
大
观
图
画
年
鉴
》
中
的
广
告
。

北
京
《
财
神
庙
成
衣
行
碑
》
记
载
了
一
九○
五
年

宁
波
裁
缝
在
北
京
建
立
成
衣
会
馆
的
史
实
。

顾天云的《西服裁剪指南》是我国第一部西服
制作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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