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山北沟的一次服装改革 

 

（姜玉央） 

 

 

我的母亲张秀琴生于 1925 年 2 月 3 日，是一位大家闺秀。她的

父亲和二哥是民国时期的商人，大哥是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她自

幼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从小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对新生事物特

别感兴趣，曾经在小姑娘时就带头放足。母亲是经人介绍才认识我

父亲的。我父亲姜元基从小受到了系统的私塾教育，精读四书五经，

写得一手好字，又是远近闻名的铁算盘，正是母亲心中的好男儿，

她于 1945 年 9 月欣然嫁到了佛子庄村。 

婚后家庭生活美满幸福。我的两个哥哥姜玉江、姜玉征于 1947

年和 1949 年相继降生，加重了生活负担。此时的母亲见证了新中国

的诞生，看到了人民生活不断提高，服装观念也在日异更新，尤其

是看到人们服装款式的陈旧和滑稽，就下决心要进行一次服装改革，

她看到了商机，掌握住了机会。 

1952 年 3 月，她把我两个哥哥抛给我奶奶，毅然决然闯进北京，

投亲靠友，拜师学艺。从布料选择到裁剪缝制，虚心请教，精心实

践。在一家裁缝铺里做学徒，忍辱负重，起早贪黑，不出一年，便

学业有成，出师返乡，于 1953年，买了解放后上海机床厂生产的第

一批“国光牌”缝纫机，开始了她的服装改革之路。 

她主要学的是中山装和学生制服的制作，兼带做汗衫和新式鞋

帽。她的学成归来，惊动十里八村，各村的学生，各煤矿的工人，



各级干部和附近的村民，只要生活富裕一点的人，都来做新款式衣

服，尤其是新郎新娘，能穿上我母亲给做的新式制服去拜堂，被视

为人生的一件快乐之事。当年大石河中上游方圆百里的村民，都慕

名而来，加速了新式服装的普及，逐步告别了滑稽的“大甩裆裤”、

陈旧的“大襟袄”、禁锢的“长衫”和清人遗留下来的“小西瓜皮

帽”，取而代之的是儒雅的“中山装”，帅气的“学生制服”和精

神抖擞的“军帽”。 

1958年，我母亲还应村里要求，带头成立当时北沟唯一的一个

“缝纫组”，服务十里八村，培养了一批缝纫高手，成功实现了北

沟的一次服装改革，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我母亲 2013 年 1 月 29 日去世，享年 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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