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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解旭乔

□孙芸苓

近日，读者晓宇向记者吐槽她的婆婆似乎
有两副面孔，让她无所适从。晓宇结婚三年
多，女儿一岁多了需要人帮忙照顾，本来是孩
子姥姥帮助照顾，一切都还好。即使和自己的
母亲因为喂养孩子起了冲突，晓宇发发脾气，
母亲虽然受委屈，会和她理论，但毕竟是亲生
母女，谁都不往心里去，一会儿两人就释然了。

不料，前一段时间，晓宇父亲得了脑血栓，
需要母亲照顾。于是，就只能求助婆婆，婆婆来
了后真是心疼孙子，但什么事情都要做主。在
孩子的养育上婆婆总是习惯用她的老办法，晓
宇有了意见，如果晓宇的丈夫大李在，婆婆就
是很谦虚的样子，晓宇不让她给孩子吃什么，
她都答应还表现得特别通情达理。

可是，让晓宇纳闷的是，只要丈夫大李不
在家，婆婆就是另外一副面孔，晓宇说什么她
都假装没听见，对晓宇的育儿观念还冷嘲热
讽。

晓宇有委屈没法说，心情很抑郁。晓宇试
探着告诉丈夫婆婆的反常，可是，丈夫大李根
本就不信，还嫌晓宇多事，还劝她要体谅老人。

婆婆知道晓宇给儿子告状后，更加反复
无常，当儿子在场时，婆婆通常会表现出亲切、
和蔼的一面。她会关心儿媳晓宇的饮食起居，
热情地询问儿媳的近况，甚至主动帮助儿媳分
担家务。这种状态下的婆婆，往往给人一种慈
祥、和善的印象，让晓宇没法说什么。

然而，当儿子不在家时，婆婆的态度会发
生微妙的改变。她会对晓宇表现出冷淡、挑剔
的一面，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故意找茬，让晓
宇感到无所适从。这种变化让晓宇感到困惑
和不安，不明白为什么婆婆会在儿子在场和不
在场时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

记者听了晓宇的讲述，也帮着分析背后的
原因，或许婆婆的这种行为是她性格使然，但
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可能是婆婆对儿子的依赖
和控制欲。在儿子在场时，她会努力营造一个
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以赢得儿子的欢心和
信任。而当儿子不在场时，她可能会放松对儿
媳的关注，甚至用挑剔和冷淡的态度来试探儿
媳的底线，以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
威。

作为儿媳遇到这样双面的婆婆，也需要耐
心地和老人沟通，把自己的心里话和对婆婆的
意见说到面上。沟通的时候需要些技巧，一定
要在自己情绪平稳的时候和老人沟通，这样会
更好地了解彼此心里的想法。

如果家里发生这样的情况，作为儿子，不
能不作为，而是需要了解事情的真相，用自己
的智慧处理问题，并对母亲进行提醒。在妻子
和母亲之间出现矛盾时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他们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帮助她们更
好地理解彼此的需求和期望。

家庭和谐需要每个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
婆媳之间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生活中的小
矛盾，妻子遇到了这样双面的婆婆一定要求助
于自己的丈夫，而不是自己生闷气。作为家人，
应该以真诚、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家庭中的
每一个成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家庭的
幸福和谐和美满。

与“双面”婆婆相处之道

□张建群 文图

当网购成为日常，手工制作步入
非遗，许多人都在向效率要效益，从
快节奏中寻找能量的时候，在我们这
座城市的繁华地带，有一个人默默地
坐在街市一角，手工缝制国风服装。

春光大好，这样的一幕很容易让
人想起一首歌：春季到来绿满窗，大
姑娘窗下绣鸳鸯……

那天下午，在运城市区红旗东街
邂逅的一位心无旁骛手工缝制一片
黑色布树叶的女子，让我看到了城市
的另一面：笃定、细腻、诗意，还有一
份宝贵的静谧。

女子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低低地
和谁说着话，走近才发现，她在手机
上开着直播，正轻松地和相熟的友人
在屏幕前打着招呼。

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生活，如此
完美地相得益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她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

她说，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北方
人，老家在万荣县城附近。生于七十
年代中叶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
许多，是因为心地简单，除了琢磨服
装样式，几乎再没有能引起她兴趣和
热情的了。

“活得简单就拉长了岁月，不向
外贪求，不参与不相干的事情。连做
梦都是琢磨服装的剪裁艺术。”

她叫解旭乔，名字挺中性，装扮却
很婉约：深灰色的长裙、米白色的开衫，
从开衫的领口处露出橘红色的高领打
底，呼应了她脚上的红色绣花布靴。中
筒红靴，有花木兰式的英武，又有为灰
白色调服装点睛之用，再配上她的长
发、圆脸和大眼睛，温婉而秀丽。

听她的故事，了解到这不是一个
普通的裁缝。她以裁剪为生，心怀美丽
梦想，从小学开始，完成了一次次自我
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个人生理想。

来自万荣县解店镇七庄村一个
普通农家的她，与所有的女孩子一
样，喜欢漂亮的服装，喜欢美丽和时
尚。读小学三四年级时，家里有人在
做衣服，她在旁边观看，觉得那尺子、
布、剪刀很神奇。裁缝比比划划，剪剪
缝缝，一半天时间，就会有一件新衣
服从缝纫机下边钻出来，带给穿新衣
的人满满的喜悦。

趁着大人不注意，她从布里边拿
出了一块大红色的布，在自己身上比
画了一下，剪了两个简单的弧度，又
用针线缝住了布的两边缺口，一个可
爱的红色短裤出现在眼前。获得极大
成就感的她，兴奋地拿着短裤让奶奶
看。奶奶疼爱地拍了一下她的背说，
死丫头，这么大一块布，能做一件正
经衣服呢！她吓得吐了吐舌头一溜烟
跑了。那是人生的第一场热爱，她与
裁缝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中毕业后，她回到村中。望着
茫茫的田野，她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
里。在临汾工作的叔叔回来，看见侄
女无所事事，便说，你不是从小喜欢
裁缝么？女孩子家，学个裁缝手艺，将
来总有碗饭吃。

就这样，她跟着叔叔到了临汾，
上了半个月的裁剪培训班，掌握了基
本的裁剪手法。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起
点呢？把布料变成衣服，能套到人身
上去而已。

人生从裁缝起步，她开始了创业，
也开始了学习。自己开一家小裁缝店，
靠着认真细致、热情，还有对服装的独
特悟性，她慢慢有了固定客户。

二

“服装是有生命和灵性的。手工
缝制的服装上有制作者的体悟，它是
服帖和柔软的。而机器制作的服装，
千人一面，服装的个性和灵气被压在
机器的流水作业中。”她说。

从高中毕业开始至今，她在裁缝
行业已经待了近三十年。三十年间，
她做过普通服装，还做过床上用品。
说 起 与 传 统 国 风 服 装 结 缘 ，始 于
2016 年。那一年，她报了游泳班，学
了三个月的游泳，不仅能在水库中来
去自如地游，而且体重恢复到正常。
看着镜子中婀娜的身材，她想为自己
缝制一件旗袍。

她选了一块色泽偏深的布料，拿
给儿子看时，儿子说，难看死了。她笑
而不语，照着书上讲的手法裁剪，很快
做成了一件旗袍。穿上后，她站在儿子
面前。儿子惊喜地说：“没想到妈妈这
么好看！”她望着儿子，自豪地笑了。

夏天，她穿着旗袍去和泳友们集
合，几位姐妹看见她的旗袍都很惊
艳，这个送来一块布，那个找来一种
新样式，纷纷让她帮忙缝制。根据姐
妹们的气质，她设计制作的旗袍，大
受追捧。

“服装是有灵气和生命的，每一
个细节都会说话。它能让普通的人灵
动起来，对一个人的气质与内涵有一
种画龙点睛的加持。这需要制作者的
慧眼和慧心，灵性和悟性，是机器人
根本无法模仿的。”她说。

从那一年起，她开始制作加工旗
袍和中式服装，香云纱、真丝、亚麻
布、纯棉布等生态环保、有着更大舒
适性和透气性的布料成了她的最爱。
在传统与舒适、个性与品位的感召
下，她又收获了不少朋友。

“我觉得生活的意义就在不断地
实现梦想。比如我，一次次实现梦想。
小学时想做衣服，高中时学了裁剪。
以裁缝事业安身立命，我在运城有了
自己的家、店和事业。小时向往大海，
现在学会了游泳，过去我每年都去水
库冬泳。在室内的泳池游泳可以健
身，在户外大自然的水系里游泳，却
可以更新生命。我没有读大学，是一

生的遗憾，可我把儿子培养成一名大
学生。他如今在都市有一份稳定的工
作。这是我一次次实现梦想的过程，
它给了我奋斗的动力，也让我对生活
充满新鲜感。”她说。

“还有做衣服，我常常上网课，了
解服装美学和流行趋势。比如香云
纱，很多人以为它是一种布料，它其
实是一种工艺。先过薯莨水再过河
泥，然后草坪上拉紧大太阳晒，这样
得反复好多次最后洗河泥，再晒，完
了整烫，才算完成。说起来号称三蒸
九煮十八晒，赋予布料色彩、平整和
通透。因为工艺复杂，需要阳光、风和
水的参与，所以它有了一种特别的贵
气。”她说，“我再将它制成裙装、马
甲、长衫，让它变得更雍容，更惬意，
便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人生，有意义
感才幸福。”

三

解旭乔说，她每天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看到一种新的服装款式，精打细
磨终于学会了。遇见一款色彩纯正的
布料，想象着它成为服装，行走在城
市的街头，夺人眼球。每个日子里的
分分秒秒，都浸透着对美的向往和追
求，静静地在心里谋划一场美丽的邂
逅，感觉挺充实，挺笃定。

在抖音直播，让她还收获了不少
外地的朋友。前几天，刚有一位河南
省三门峡市的朋友，订制一套棉麻休
闲国风。几年前，她为一位即装出嫁
的姑娘制作了敬酒服，赢得了一片喝
彩。多年过去了，那个已经当了妈妈
的新嫁娘如今是她的好朋友。

解旭乔喜欢制作各式的服装，国
风服装是她美丽梦想的巅峰。平常，
她自己的秋衣秋裤、运动服、帽子都
是自己缝制。这种用心制作的衣服，
给了她一份与众不同。缝制衣服的分
分秒秒，让她过得踏实、幸福。

“这几年，大家不是在弘扬大国
工匠精神吗？一心一意向美而行，也
是工匠精神的一种吧！”她说。

在解旭乔面前的工作台上，放着
两片树叶。一片是黑色的，半圆形，有
三个叶尖；一片是橄榄形，米白色的，
都是她剪出来装饰国风服装的。

“将一片春天的叶子绣上衣袋，
我们就把春天装进了心里。把一片夏
天的叶子绣上领子，我们就把夏天带
进了梦乡。”这不知道是谁的诗，我觉
得它与解旭乔的服装创意很吻合。

看她工作的环境，正对门的衣架
挂满了成品的国风服装，有的飘然出
尘，有的典雅庄重，有的含蓄内敛，有
的色彩明丽。排在一起的服装，很像
列队的兵士，接受检阅和选拔。不过，
选拔的标准是美丽和高雅。

门的西侧墙上挂着整齐的彩线，
天然成为一幅锦绣画，门的东侧墙和
北侧墙上则是各色的绸缎、香云纱和
纯棉布料。如云似霞，艳丽饱满。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
开。”是杜牧的诗句，我喜欢诗中的“绣
成堆”，看看解旭乔的生活，与坐拥书城
的人相比，她也可以说是坐拥绣城了。

解旭乔说，以后有机会，她会去
儿子工作的城市继续自己的国风事
业，让更多的人因她的服装而美丽。

我想，心怀利他、美他的热爱与
笃定，沉静、专注地耕耘在自己的造
美田野，无论在哪里都会有一方丰盈
美丽的世界。

慧心女子 缝纫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