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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装起源于孙中山先生
服装变革的思想， 因其独特的政
治 意 义 而 流 传 于 世 ， 凝 聚 了
中 华 民族一个多世纪的不懈斗
争……” 说起中山装， 北京市工
贸技师学院服装系实习指导教师
杨春鹏话语中透着对中山装文化
的熟稔。 学院依托他主持的技能
大师工作室， 在深耕传统中山装
制作技艺的基础上， 融合多种元
素、 大胆改良， 积极为中山装制
作技艺培养传承人才。

收集上千张中山装老照
片领悟制作技法

当初， 杨春鹏考入北京市工
贸技师学院的前身北京市服装技
工学校时 ， 选择了服装制作专
业， 理由很简单， 因为家里人觉
得这是一门能养活自个儿的手
艺， 哪里想到这个内向的孩子会
在这个领域中干出一番事业。

杨春鹏是老师眼中的好学
生， 爱动脑筋、 踏实， 每次做的
衣服都漂漂亮亮， 被老师戏称为
“免检品”。 1983年毕业， 他以优
异的成绩留校任教， 从普通的实
习指导教师干起， 一步步提升业
务能力。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杨春
鹏在中式服装制作领域里精耕细
作 ， 对本专业的兴趣也与日俱
增， 中山装逐渐成为他最爱的服
装制作项目。 中山装曾经长期在
市场上受 “冷遇”， 但他毫不气
馁， 更没有跟风改做西服， 而是
一门心思地深入研究这门技艺，
仅各个年代的中山装老照片就收
集了上千张， 不同图片的差别细
微到袖口没缝扣， 还是缝了三个
或五个纽扣， 他反复考证琢磨，
追寻其中的历史沿革， 就连办公
电脑桌面主图都是中山装的制作
概要图。

杨春鹏的工作室里摆放有4
件中山装成品， 外行人乍看过去
没有什么区别， 他却指着其中一
件告诉记者说： “这件衣领的立
翻领扣势 ， 看出来有点翻翘 。”
他又指了指另外一件， “这是我
做的立翻领， 饱满、 服帖。 一件

中山装要由里、 面、 衬三大部分
近百块大小不同形状的裁片及零
部件组合而成， 每一块裁片在裁
剪、 缝制、 熨烫过程中都有严格
规范的工艺要求， 一丁点不留意
就会出现问题， 直接影响衣服穿
着的舒适度和外观瑕疵， 里面的
门道和技巧要靠个人去领悟和反
复实践。”

中山装与西服不同， 款式是
封闭的， 后背衣片为正块式没有
破缝， 一件合身的中山装系上扣
子后穿着合体、平整，坐下去要舒
服，能做到这两点非常有难度。两
边前身的4个方中寓圆的口袋、袋
盖要与纽扣和衣领统一在一个完
整的服装造型中，构成稳定有序、
协调统一的造型， 这需要在量体
和结构上进行完美的设计， 没有
一定的审美水平是完不成的。

杨春鹏对中山装制作技艺近
乎痴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习惯把一个笔记本放在床头柜
上， 在入睡前和醒来后一旦想到
制作的点子， 就顺手记下来。 有
好几次他遇到制版难点和教学瓶
颈， 带着问题入睡， 居然在梦里

想出了破解办法， 迷迷糊糊地拿
起本写上几笔， 一觉醒来再看，
连自己的字都难以辨认， 不禁哑
然失笑。

留意到传统的服装教学手段
不太适应现代人的个性化需求，
杨春鹏潜心研发了 “服装制图专
用尺 ” 和 “服装测量背景尺 ”，
既具备直尺的功能， 也有曲线尺
和网格尺的功能， 实现 “一尺多
用”， 获得4项国家专利和2项欧
盟专利。 如今， 这两种尺子广泛
应用于全国服装大专院校及企
业， 填补了我国服装人体测量和
专用尺的空白。

因材施教培养大批服装
业界技能工匠

给学生上课， 杨春鹏不会上
来就大谈技术理论。 “那样太枯
燥无味了 ， 会导致学生们的抵
触。” 杨春鹏说。 课上， 他会先
生动地述说中山装文化， 聊其中
的历史典故 ， 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 ， 再不慌不忙地介绍制作技
艺， 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生刚入校时， 对职业教育
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个人能力和
对未来的看法都不算乐观， 杨春
鹏就针对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及时调整教学形式。 即使是学习
再吃力的学生， 他也尽力挖掘其
身上的闪光点并予以表扬， 调动
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每一个孩
子都是一颗种子， 园丁要用不同
方法去浇灌。” 杨春鹏说。

带领学生们参加国际和国内
专业比赛时， 在课堂上和蔼可亲
的杨春鹏变得非常严苛， 一丝不
苟地按照比赛各项要求来训练，
要求选手规定的时间做完衣服，
谁没做好就不许回家。 如果学生
们实在做不好， 他就亲身示范。
学生们遇到的每一处瓶颈， 他都
有应对之法 ， 引得学生惊叹 ：
“老师， 您也太娴熟了。” 其实背
后是杨春鹏日复一日下的苦功。
学生们交上作业后， 他又恢复成
原来的笑模样， 看到天色已晚，
他不放心地把学生们送到车站 ，
目送上车才离去。

杨春鹏培养的优秀毕业生纷
纷成为服装业界的精英和带头
人， 数十人获得市级以上奖项，
不少人成为单位公认的技术工
匠， 他因此获得全国优秀教师、
北京市优秀教师、 教书育人能手
等称号， 取得高级技师、 高级裁
判员、 高级考评员、 国家职业技
能鉴定质量督导员等职业资格。
对于学生成才的喜讯他无比欣
慰， “学生的成就， 就是对我最
大的欣慰。” 杨春鹏说。

借助工作室平台传承中
山装制作技艺

近年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回归， 一度断档的中山装重新走
红。 2011年， 中山装和旗袍两项
内容合并入 “中式服装制作技
艺” 一项， 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
遗名录， 杨春鹏的中山装制版与
缝制手艺被越来越多单位和个人
发现并认可。 有一次参加全国服
装行业交流会时， 一个同行特意
找到他， 对他的手艺推崇备至，
“您做的中山装就是有味道， 有

气势。”
2013年， 杨春鹏被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任命
为 北 京 市 杨 春 鹏 服 装 设 计 定
制工首席技师工作室的领办人；
2015年， 他的工作室获批为北京
市重点资助首席技师工作室； 并
于2020年得到人社部、 财政部的
获批认证。

杨春鹏技能大师工作室由杨
春鹏担任首席技师， 服装系专业
教师唐璟等6人为成员， 其中高
级讲师2名， 高级技师1名。 他带
领团队大展拳脚进行项目传承，
为全国服装院校和企业大力培养
高技能人才； 编写出版 《中山装
制作技艺》， 该项目从此在我国
有了正式出版物； 为北京市服装
技师研修班、 中央美术学院、 北
京市巧娘促进会等社会团体和进
修班， 以及红都、 爱慕等服装企
业授课； 为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局录制 《劳动最光荣》 之 “杨
春鹏与中山装” 微视频， 为海淀
区电视台录制 《非遗记忆》 中山
装制作技艺宣传片……工作室成
立至今， 已接待千余次参观交流
活动。

“西医穿白大褂， 中医穿什
么职业装能体现出身份？” 2021
年， 杨春鹏工作室被市总工会评
为北京市职工创新工作室， 承担
了 “中医医护服装研究与开发”
项目。 喜欢动脑筋的他开始新课
题的研究， 希望设计出一款职业
装， 在形式上体现中医持续千年
的文化内涵， 颜色要打破西医纯
白色制服的固有印象， 大胆选用
传统文化的标识。 目前他正在与
团队进行研发， 预计明年完成该
项课题。

2021年， 市教委授予杨春鹏
“北京市人民教师” 称号， 褒扬
他从教近40年来坚守育人初心、
传承匠人技艺， 对所热爱的职业
教育工作大胆改革创新的突出表
现。 对此， 58岁的他谦称要学习
的东西还有很多， “教师是一个
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的伟大工
作， 在服装教育领域我这辈子都
学不完。 生命不息， 创作不止”，
杨春鹏说。

讲中国好故事 为冬奥助燃

北京冬奥宣讲团共60人， 由
北京冬奥组委相关人员和各界人
士组成， 年龄跨度8到64岁。

2017年以来， 北京冬奥宣讲
团深入各行各业介绍北京冬奥会
筹办进展情况， 普及冬奥知识 、

讲述冬奥故事、 弘扬奥运精神。
截至目前， 策划开展 “燃动青春
助力冬奥” 走进百所高校等360
多场系列宣讲活动。 同时， 通过
打造 《我与冬奥的故事》 系列宣
讲短视频， 利用公交、 地铁、 楼
宇电视、 城市大屏等公共空间开
展 “云宣讲”。

传承红色基因 诠释主旋律作品

李桓 ， 男 ， 1980年 11月出
生，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

李桓入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后， 相继参演了 《饼干人》 《马
兰花》 《韶山出了个毛泽东》 等
话剧和音乐剧。 在他看来， 表演
不是个人秀， 当演员也不是为了
名利 。 他在心中保留了一份敬
畏， 努力以艺术创作形式向革命
先辈致敬。

贴心服务“双创” 让科技资
源全球共享

李亚坤，男，1982年3月出生，
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2013年， 李亚坤积极推动海
淀图书城的业态升级和改造， 使
其成为全国第一条以创新创业为
主题的特色街区 ， 已累计孵化
3841家创业团队。 他全程参与全
国首个一站式双创服务平台———
创业会客厅的建设落地工作， 为
创新企业提供200余项服务， 精
准服务创业群体， 有效降低创业
成本。 从2015年开始， 他连续承
办中关村创新创业季活动、 创响
中国北京站海淀分会场活动。 目
前这2项活动已经成为海淀区乃
至北京市在 “双创” 领域的标志

性活动， 参与人群不断扩大， 影
响力逐年上升。 同时， 他还组织
举办大中小企业交流会和未来人
才集市， 促进岗位需求与毕业生
就业精准匹配， 发布招聘岗位数
量超过12万个。

投身公益共建文明和谐

胡其志 ， 男 ， 1965年9月出
生， 大兴区企业志愿服务协会负
责人。

2016年起， 胡其志利用节假
日组织开展多元化环保公益类活
动，以“小手拉大手、大手牵小手”
亲子参与形式， 进行环保和垃圾
分类宣传。在永定河畔开展“骑行
日”活动，传递“低碳环保，绿色出
行，保护水资源”的生活理念。 截
至目前， 共开展活动200多场，参
与人数达万人次，服务人群达100

多万人次。

天文人潜水救援助力公益

谢嘉彤 ， 男 ， 1985年4月出
生， 国家天文台工程师、 北京市
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特勤支队潜水
总监。

谢嘉彤毕业后参与 “中国天
眼”工程建设，历经10年。 2012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潜
水。 此后，他利用工作之余，大量
的查阅文献，参加各种训练课程，
系统学习了潜水相关技能， 成为
了一名专业潜水员。 他专注于救
援潜水，多次参与应急救援、科研
潜水等任务。 2019年7月他应邀参
与国家重点课题， 每天背负着近
百公斤潜水装备， 科潜采样历时
10天，为项目提供了宝贵样本。

（盛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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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山装制作技艺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