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缝纫机在我国曾风靡一时
为结婚必备 “三大件” 之一

缝纫机发端于欧美， 对中国人来
说， 也是舶来品。 上世纪50到80年代，
在中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基本模式
下， 人们大多买布裁衣自行缝纫解决
穿衣问题 ， 国家大力发展家用缝纫
机。 我国家用缝纫机从家庭作坊式的
寥寥几个小企业发展为十余家拥有数
千人的大厂， 从年产不到千台发展到
年产千万余台的大产业， 成为当时世
界家用缝纫机生产量最大的国家。 那
时的中国， 缝纫机是结婚必备的 “三
大件” 之一， 风靡一时， 家庭普及率
一度超过50%。 这背后是中国几亿个
家庭支持着自成一体的市场体系。 家
用缝纫机扮演的角色， 主要是生活资
料， 功能也比较单一， 停留在普通缝
纫上。

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后， 成衣工业迅速崛起， 作为生产
装备的工业缝纫机的需求大大增加 。
成衣业给人们带来美观 、 便捷的穿
着， 同时， 中国的女性更多地走出家
庭， 走上了工作岗位， 人们很少自己
制作服装了。 相应的， 家用机产能过
剩， 市场不可避免地萎缩。 至此， 家
用机似乎在短短几年就从中国绝大多
数家庭隐退了， 难觅踪影。

培养情趣提升创造力还能自主创业
现代家用缝纫机重新“火”了起来

转眼20多年过去了， 家用机又悄
悄地回到了中国家庭的视野 。 不过 ，
这次它来了一个大变身， 更名为多功
能家用缝纫机。 多功能家用缝纫机是
普通家用缝纫机的升级换代产品， 它
可以同时在一台机器上实现直线缝
纫、 曲折缝纫、 绣花缝纫， 可以缝制
多种花型图案 ， 并可作锁眼 、 钉扣 、
打褶 、 包边等多用途缝纫 。 不仅如
此， 它的外观也变化不小， 主体是一
个机头， 可以放置在任何平面上进行
操作， 不用的时候， 可以收纳在一个
大概是20cm×30cm×50cm的空间内。

多功能家用机外观多为白色， 不
同品牌根据定位做别致的花色设计 ，
比如， 有的品牌和女孩子非常喜欢的
Hello Kitty合作 ， 在一些特殊机型上

应用Hello Kitty的形象， 漂亮且有亲和
力， 还有的在操作面板贴上彩钻， 是
极富装饰效果的家居用品。 从驱动方
式上看， 旧式家用机通过踏板转动手
轮进行缝纫， 多功能家用机基本上都
是电力驱动， 易于上手。 要说起性价
比， 简直要甩旧式机器几条街！ 以前
的 “三大件”， 哪件不得攒工资攒个一
年半载？ 现在的多功能家用机， 一个
月的薪水可以买个顶级高配版本， 常
用机型至少两三台。 要说能做的产品，
那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多功能家用
机涉及的领域大大拓展了。 最最重要
的是， 它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改
变了： 从家庭生产资料变身为了时尚
DIY大玩具。

多功能家用机的定位与它的作用
紧密相连。 我们认为， 多功能家用机
至少具备以下几方面的文化意义：

一、 培养生活情趣， 展示创意潜
能。 现代职工的生活丰富多彩， 除了
在岗位上兢兢业业， 有不少职工都有
岗位职能之外的 “绝活”， 往往都是兴
趣爱好。 缝艺作为一门与生活息息相
关的技艺， 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二、 提供个人创业的平台。 多功
能家用机不仅能做简单的修修补补 ，
还可以让旧衣物大变身， 环保又新潮，
制作服装和布艺产品都不在话下。 因
为可以通过变换压脚实现多种缝纫功
能， 一台多功能家用机可当一个小型
工作站运行。

三、 培养动手力 、 创造力、 想象
力， 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 缝艺制作
的主料是布料， 我们是通过设计， 加
工平面的东西成为立体的产品。 这需
要我们充分发挥空间想象力 ， 同时 ，
具备实操能力， 还要有对色彩协调搭
配的能力， 是一种综合的审美能力。

当然 ，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意义 。
如前所言， 缝纫机以及多功能家用机
最早发端于欧美， 在生活中得到广泛
的应用， 一方面发展出一大批拼布爱
好者， 将缝艺推向艺术的高峰； 另一
方面在实用主义方面， 孜孜以求， 长
久以来保持着优良的传统和生机活力，
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不断赋予缝
艺文化新的内涵 。 特别是进入现代 ，
缝艺文化是一个社会进入橄榄型发展
的一个相应的表征， 人们的物质生活

到达一定的水平， 会自然而然地在文
化生活的层面表现出来， 缝艺随之也
会得到发展。 亚洲的日韩， 甚至台湾，
缝艺发展也远远走在我们前面。 近年
来， 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群体正在不断
扩大， 为多功能家用机市场在中国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之前有二十多年的断档， 现
在中国的普通家庭对于多功能家用机
的了解少之又少。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
近十年来一直都在努力推动新型缝艺
文化的普及， 让大家重新了解多功能
家用机， 让喜欢缝艺的人有平台去发
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们办过 《缝艺
家 》 杂 志 ， 开 设 了 缝 艺 家 微 信 号
（ilovesewing）， 推动缝艺活动进社区、
进学校、 进企业， 进展会， 围绕三八
节推出缝艺定制活动。 2016-2018年，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家用机分会与北京
市总工会女工部联手打造了北京市职
业女性缝艺大赛， 举办预赛、 决赛共
计20余场， 近千名女工参加大赛， 展
示了她们独特的创意和风采 。 其中 ，
有不少女工表示， 她们想系统学习缝
艺， 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和平台。
为此，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家用机分会
编制了缝艺巧手级、 能手级和高手级
（编纂中） 教程， 并已开始面对社会人
员试点教学。

除此之外，我们还对需要教学支持
的学校提供免费教程和实际授课示范。
从这些活动和教学的效果来看，越来越
多的人了解和喜欢上了现代缝艺。

热爱缝艺的人
坚持做有创意的自己

喜欢缝艺的人， 通常都有展现创
意的冲动， 想去制作与众不同的作品，
由此也便感受到了缝艺能让生活变得
丰富多彩。 喜欢缝艺的人， 知道缝艺
能表情达意。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
上衣”， 古人已道出此种真意。 时空变
化， 今天， 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大大
丰富 ， 可以方便地购买到所需产品 ，
但亲手制作的东西凝结的情谊和温度，
却是无可替代的。 喜欢缝艺的人， 要
有想象力 ， 勇敢地去构想心中之物 ，
同时又要有执行力， 才能化无形为有
形。 和所有的其他技艺一样， 缝艺的
熟练也需要大量的持之以恒的练习 ，

所以喜欢缝纫的人也必有坚韧的精神，
但是， 还要会变通， 举一反三， 将所
学技艺融会贯通 ， 才能真正以 “针 ”
为笔， 做出精美之物。 喜欢缝艺的人，
积极乐观 ， 讲究色彩搭配 ， 会审美 ，
还喜欢交朋友， 和有共同爱好的一帮
朋友互相交流、 切磋技艺， 不亦乐乎！
这才是现代缝艺最有魅力的地方吧！

不要觉得缝艺离我们遥远， 缝艺
其实无处不在。 我们穿的衣服、 鞋帽，
用的包 ， 挂的窗帘 ， 沙发上的抱枕 ，
椅子上的坐垫， 书桌旁的挂袋， 餐桌
上的布席， 瓶子里插的布艺花， 小宠
物的垫子， 小朋友的玩偶， 自己用的
围裙……多功能家用机就像一个百宝
箱， 可以变出您喜欢的各种布艺产品，
只要您喜欢， 坚持自己的创意， 渴望，
充满新奇的快乐相 “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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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拾拾““缝缝艺艺””
为为家家庭庭生生活活添添一一份份情情趣趣
□□主主讲讲人人：：刘刘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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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介绍：

刘敏 ， 缝艺文化推广专员 ，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副秘书长。

刘敏一直从事现代缝艺文化
和多功能家用机在中国市场的推
广和普及的相关工作， 先后组织
多场多功能家用机进社区、 进学
校、 进企业活动。 2016、 2017年，
家用机分会与北京市总工会女工
部联手打造以快乐相 “缝” 为主
题的北京市职业女性缝艺大赛平
台， 最终吸引了北京市近千名女
职工参与， 一时掀起了缝艺热潮。

说起缝纫机， 有些人眼前
浮现出的大概是这样一幅画
面： 昏黄的灯光下， 母亲伏在
工作台上做衣服。 面前是小巧
的黑色机头， 机身上绘有彩色
的花纹和图案， 是一弯弧形的
曲线， 透着几分优雅。 这样的
记忆， 大概也只属于 “80前 ”
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