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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午后，阳光暖洋洋

的。记者在南师大随园校区五舍
的楼下，看到了正在忙活的李春
华，还没等记者开口，她就笑眯
眯地问了一句：“吃过了吗？”今
年 46岁的李春华早就把这群
校园里的学生当成了自家的孩
子，记者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

听到了来来往往的学生留下一
声声的“阿姨好”。一些学生和
李春华之间的交谈甚至会带着
撒娇。“明天我没时间来拿，您
就马上帮我缝一下吧，您动作多
快啊！”说话的一位男生立马就
把身上的羽绒服脱下，请李阿姨

帮重新换个袖扣。李春华连忙停
下手头的活，笑眯眯地说：“好！
好！好！马上给你弄，行了吧？”
“我丈夫是学校食堂的厨

师，我就在这边做些活糊口。年
轻那时候大家都喊我小裁缝，现
在都叫我阿姨了。”李春华从二

十四五岁就跟着自己的丈夫从
泗洪老家来到南京打工，因为自
己从小和做裁缝的叔叔学了这
手艺，就在学校里摆了这个缝补
铺，从 20多年前补个裤子的两
毛钱到现在的两块钱。如今，靠
着自己的手艺贴补家用的李春

华每天也只有十几元的进账。从
中午 12点开始到下午 5点，没
有雨雪的日子，李春华就把自己
的缝纫机推出来，靠着学生宿舍
的墙根开始忙活。要是天气不
好，她的摊子就摆不出去，遇上
忽然下雨，路过的学生们就帮她

赶紧收摊子。冬天最冷的时候，
用围巾把自己包得只露出眼睛，
夏天最热的时候，被晒得像个非
洲人。这个缝补铺也成了靠天收
的一个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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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绒服的背上钩了一个

洞，扔了多可惜，我拿来问阿姨，
阿姨就叫我去买一个烫画，这主
意真是绝了。”在南师大历史系
读研三的范国平指着李阿姨正
在缝补的一件外套说，他按着李
阿姨的指点，去山西路布料城买
个漂亮的烫画贴在衣服背后，再

缝个边，不仅看不出半点破洞，
还时髦了很多。

李春华说，其实现在能让她
“补”的活很少了，1985年那时
候，人穿着有补丁的裤子是很正
常的，学生们的衣服也是缝缝补
补，“那时候人都把衣服穿到

破，袖口、领口补个补丁是很正

常的，不过学生们讲究补裤子
的布必须是一个花色，学校里

那时候好些学生都穿着膝盖
和屁股上都补过的裤子，最美
观的补丁裤，就是用一色的布
补。”

让李春华印象最深的，还
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假领子，
“那时候有件衬衣都舍不得

穿，就扯块‘的确良’的白布
做个假领子，秋冬天的时候衬
在中山装里面，既暖了脖子，
又装了‘门面’。我那时候可
做了不少假领子，学生都来找
我买。那时候学生还会来做衣
服和裤子。还有段时间流行过

喇叭裤，我也做过，你看这潮
流啊，会轮着转的，就看这裤
子，裤管从大到小，从宽松到
紧身，什么中裤、踩脚裤、九分
裤、西裤、牛仔裤、沙滩裤，真
是层出不穷啊！不过现在已经
没人做衣服了，我就帮着学生

给裤子缩个裤脚、换个拉链，
把有塌线的地方补补好。”说
话的工夫，李春华就把一条牛
仔裤的裤脚缩了圈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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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我的衣服熨好了

吗？”“好了，好了！记得回去
要挂起来啊！”到了这几年，
李春华又发展出了一项新业
务，就是帮学生熨衣服，不过
她的缝补铺没那么大的台面
也没电源，所以她都是把衣服
带回校园旁边的家里熨。

“过去哪有人想到要熨
衣服啊，能穿件整洁的就很好
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的要
求都高了，特别到了招聘的季
节，我每天要熨十几件，给他
们熨得挺挺的，穿得漂漂亮亮
的去找个好单位。”20多年

了，随着业务的发展和项目的更
新，缝补铺的李阿姨根据学生的

指点，也有了新的业务规范。“以
前我总想缝补的衣服谁会弄错，
结果就发生过一条新的缩裤脚的
裤子被拿走的事。后来学生就给
我出主意，叫我把宿舍楼号和房
号记在裤子内袋里，这样来拿裤
子的人，一报自己的房间号就行

了，也不怕弄错。”
“深色的衣服容易吸灰，可以

用专门的细毛刷刷，如果没有也没
关系，就用宽胶带粘，一粘灰全下
来了。你这条黑裤子有点掉色，洗
要单独洗……”在记者看来，李春
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缝补工，更

像是一个家长，这些年来收入微薄
却能依然坚持，学生们对她的亲
切、友好，一定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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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雨我就没出来，今

天的活就多些，我要是连着两三
天不出来，这些学生就要找了。”
李春华说，别看她的摊子小，可学
生们却非常需要她，大家处得感
情可好了。“有些学生要毕业了，
会给我送来不要的衣服和被套，
说是留给我做鞋垫，哈哈。学生

们对我都很好。”
“马上研三的这批又要走

了，又有新人进学校了。”李春
华说，看了太多的学生，她能记
住的没有几个，很多大学毕业以
后工作几年又考回学校读研究
生，这些学生看到她就会很亲切

地和她打招呼，“你还在这儿
啊，这么多年了！家里都好吧？”
“其实很多人认识我，我却不认
识他。”

这几年最让李春华感动的是
发生在三年前的一件事。
“那年我到汽车站坐汽车回

泗洪老家。忽然就冒出来一个30
岁左右的男人和我讲话。说你怎
么也在这啊。”李春华说，自己想
了半天也不记得认识面前的这
个人，结果对方却对她说，“你不
就是南师大的那个裁缝吗？我记
得你，我把衣服送给你补，好多

次你都不要我钱。”李春华这才
依稀记起似乎有那么一个贫困
生，她看他可怜都不愿意收他的
补衣钱。
“当时他知道我要去泗洪，

就一定要替我买汽车票，我不同
意他还不高兴呢，他说他现在已

经工作了，是名老师，有收入了，
经济比我好，一定要给我买车票
……”李春华说，那是她最感动
的一次，所以很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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