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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俭萍与旗袍已结缘35年了。

姚俭萍为拍摄活动中的模特调整旗袍。

立剪裁运、浆薄至位、针码细匀、心随意愿。这是
沈阳那氏旗袍的 16 字祖训。1985 年，位于北市场的

“那氏旗袍店”重新开张。22岁的姚俭萍也正是在这
一年嫁入了那家，开始了与旗袍长达35年的缘分。

受母亲影响，姚俭萍从小对针线、裁剪、缝纫情
有独钟。嫁入那家，在店里从给公公那学忠打下手
开始，每天忙着送料、取活。公公裁剪、制作，她就
一旁看着，心里暗暗地学，下班回家后反复练习。
久而久之，公公发现她是块做旗袍的材料，有悟性，
能做徒弟。从打下手渐渐可以独立上手，一晃，就
是三十多年。

旗袍展现的东方之美令很多女性喜爱，一人一
版，一人一款，量体裁衣是最考验功夫的。姚俭萍
的小本里，密密麻麻记着每位顾客的尺寸，堪称人
工的大数据库。职业习惯使然，见每位顾客，她都
最先观察对方的身材、比例。一件旗袍，经过选料、
量体、剪裁、缝制等过程，需要26道大的工序。

就拿领子来说，立领内衬棉布，用祖传的浆糊
粘贴，看似简单的步骤，里面却有着大学问。在姚
俭萍工作室里，老式的电熨斗已经用了二三十年。

姚俭萍制作旗袍的过程中，许多看似笨拙的老法
子和时代已经不入流，更谈不上效率。比如做边条，
需要一个打水线的步骤，一条细线，两手抻直，要从嘴
里左右拉拽一下，充分润湿，然后在刷过浆糊的边条
边缘，算好距离，两边手指定点，然后轻轻一弹，细线
便在边条上留下一道湿润的印痕，沿着这道打湿的印
痕，很容易把挂了浆糊后硬挺的边条折出极细的一
条。很多人看了都觉得这太麻烦，纷纷出主意，试过
多种新招儿，总是差很多意思。姚俭萍从中悟出一个
道理，传下来的古法，是一代代师傅反复探索、总结的
精华，走捷径、图方便，品质必然不能保证。手工旗袍
区别于流水线生产，必然是一个不能嫌麻烦的过程，
是一门关于时间的艺术。

2017 年，姚俭萍成为沈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那
氏旗袍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19 年，该项
目被评为省级“非遗”。作为第三代传人，姚俭萍深深
地感悟到，旗袍不仅是一件穿在身上的衣服，更承载
着传统文化的内涵。她打算将来建一座以旗袍文化
为主题的博物馆，让更多人了解旗袍，走近旗袍。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查金辉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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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之美

打水线是沿用师傅传下来的古法。

制作领子内衬要刷浆糊，薄厚轻重，动作的力度疾缓，全凭经验。

手工弹线。

领子的内衬用老式的熨斗熨烫，两只手在力量、方向上默契配合，制作出完
美的弧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