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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做织补也不是多么高精的技术活"

只要细心就行了"不像#红楼梦$里写的宝玉的

衣服烧了一个洞"晴雯一夜间用孔雀线把衣服

织补得天衣无缝"描述得那么神乎其神%只要用

心去做"让顾客满意就行了% 每月下来"除帮工

和各项开支"也能挣上几千元% 夏天是淡季"一

天收入百元左右"而冬天生意好的时候一天有

688

多元的收入% &谈起眼下的生意"刘庆亮显

得很满足"但对于自己的技艺却没有满足过%

'各个行业都有各个行业的道"只要你熟

悉了这路数"做起来就显得不那么困难了% 各

种事物只有认真揣摩"才能掌握技巧% 在织补

任何一种以前从未遇见过的花纹时" 如果想

把它织补的效果比较好些" 首先要学会做织

物结构分析"通过织物结构分析"对该织物就

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

定织补方式和操作方法% &刘庆亮说"!前年有

个上海的客商新买的价值上万元的西服被烟

烧了个洞"弃之不舍"穿上却有失风采% 他一

连找了几家织补店都没有织补成" 因为客商

要求看不出任何破绽% 虽然给出了
.888

元的

高价费用"但却没人敢接这个活儿"难度实在

是太高% 我接下这个活儿之前"仔细观察布料

的纹理"然后在电脑上查看商家布料的来源"

通过认真构思"巧妙缝补"终于达到了客商天

衣无缝的要求 % 其实织补业也有自己的境

界" 织补匠每次遇到的破洞都不一样的 "技

术精湛的织补人能轻而易举地补好各种小

洞"和那些武林中的高手一样"见招拆招"是

织补业内的最高境界% &

刘庆亮说()搞织补根本不需要花多少本

钱"只要技术好就行% 因为不需要多高的知识

和学历"只要眼睛好使"有耐心*心细就行% &

!跟精工织补相关联的技术还有无缝贴

花"这主要针对一些确实补不了洞的衣服% 可

以根据顾客的喜好"用一些精巧的图案补在洞

上"比如一朵花什么的"看起来天衣无缝"而且

极为别致"这就需要仔细揣摩"认真构思%现在

的衣服上破个洞"粗补一下收十块八块的很正

常"收费的多少主要看衣服的贵贱和修补的难

易%如果是精织"黄豆大小的洞"就能收入几十

元"在收入上还是有保障的"不能说能发大财"

至少能达到衣食无忧%&面对织补业的前景"刘

庆亮显得很乐观%

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服装加工厂的大量

出现"虽然服装行业有了专门的设计师"但不

显眼的织补匠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大有用武之

地%

织补匠!巧手织补出衣物的完美
!

晚报记者 朱保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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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补匠!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从事衣物织补的人" 也可以概括为织补工仿照织物的经纬线把破的地方补好!即为织补" 织补

是技术性#专业性非常强的一个特殊工种" 据记载!织补业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了!此后在各个朝代不断地完善!到了清朝时期!

因衣物的材料和色彩日趋多元化!使得织补的技巧也更加完美"在改革开放以前!织补业很有市场"但随着工业化的飞速发展!

从事织补行当的人就凤毛麟角了" 然而!虽然从业人员少!因织补是个技术活!收入也还是相当可观"

入行纯属生活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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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写这个行当时"与其说记者寻

找采访对象"倒不如说是采访对象寻找

到了记者% 前不久"记者在采访沈丘县

义工协会开展送温暖活动时"突然有人

塞给记者一张精美的名片" 上面写着

!专业织补&"在名片的背面印着织补的

内容% 根据这张名片"记者找到了这家

织补店%经营这个店面的是一对年过半

百的夫妇"他们还有两个帮手% 店主叫

刘庆亮"今年已经
5/

岁了%

!说起来我干这个行当还不到
68

年" 我以前在镇里的成衣厂当裁剪工"

厂子倒闭后我就下岗了"当时还不到
78

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在街头开了

个裁缝店"可干了几年"就干不下去了"

原因是大家都买成衣穿"很少有人找裁

缝做衣服% &刘庆亮说自己从事织补这

个行当纯属偶然% 有一天"他去干洗店

给儿子洗羽绒服"发现羽绒服肘部破了

一个洞% 干洗店的服务员问是否需要织

补一下"如果织补这么大的破洞"需要

加
/

元钱%刘庆亮看着织补匠一番飞针

走线" 织好破洞仅用了不到
.8

分钟的

时间% 自此"刘庆亮认为这是个赚钱的

好门路" 就拜干洗店里的织补匠为师

傅"专心学了半年的时间"到另一家干

洗店内与店主合作经营% 因为干洗衣服

分淡季和旺季" 旺季时接的活干不完"

淡季时一天只有一两件活"但刘庆亮还

是艰难地支撑了下来%

织补是个细心活儿

"登月#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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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申!编出世界上最早的古星表

"石氏星表#比欧洲至少早一至两个世纪

!嫦娥三号&能成功地飞上月球"降落月

球"离不开!天体测量&这门天文学科% 天体测

量"即测定天体的位置和天体到达某个位置的

时间"它是天文学中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一

个学科分支%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天体测量水平已遥

遥领先世界% 这一时期"诞生了一部重要的天

文学著作+石氏星表$%

星图是星空的形象表示"星表则是星空的

数值表示"任何一颗星的位置都可用它的坐标

表达%中国古代一般采用赤道式坐标"+石氏星

表$对
.6.

颗恒星的位置就用去极度,赤纬的

余角-和入宿度,赤经差-来表示"这是中国第

一份古星表"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一

份古星表% +石氏星表$的作者"就是中国战国

中期魏国著名的天文学家石申%

石申又名石申夫"其所著的+石氏星表$原

名+天文$"

9

卷"这部天文大书的价值极高"后

人因此尊称之为+石氏星经$%

+石氏星表$在宋以后失传"今天我们仅能

从唐代天文学书籍+开元占经$中看到+石氏星

表$的一些片段% 其中有二十八宿距星和其他

一些恒星"可以找到其中
..5

颗星的赤道坐标

位置%

有人怀疑+石氏星表$晚于公元前四世纪"

但目前的考古发现已否定了这一质疑%在湖南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五星占$中"已记载

了公元前三世纪行星运行资料"表明那时已有

测角工具%

+石氏星表$是中国后世许多天体测量工

作的基础% 诸如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

动"都要用到其中二十八宿距度的数据"这是

古代中国天文历

法 中 的 基 本 数

据%可以说"石申

测绘出的星表 "

是战国到秦汉时代天文历法发展的一个重要

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石申和同时代的楚

国天文学家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太有名了"

唐宋人还托他们二人大名"弄出了伪作+甘石

星经$%

张衡!创制世界首架观测天体的浑天仪

科学解释$月光%$月蚀%现象揭示$四季%

$昼夜%变化原因

张衡"东汉时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

镇-人"靠自学成为闻名乡里的学者"后被推荐

到京师洛阳任职"从元初二年,公元
..5

年-起

两度任太史令%+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在

数学*天文*地理*绘画和文学等诸多领域"都

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除了制造

出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还著有科学*哲学和

文学著作
06

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

宪图$等/所以+张衡传$中说"!衡善机巧"尤致

思于天文*阴阳*历算% &

张衡在天文学上取得的成就最卓越"可以

说他是汉代天文界的代表人物"著有+灵宪$和

+浑天仪图注$二书% 在书中"张衡全面阐述了

自己的天文学思想和浑天学说"可算是对汉代

天文学的总结%

张衡科学地解释了!月光&和!月蚀&两种

月球现象"还有!四季&*!昼夜&变化的原因%张

衡认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

的反射"即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

蔽,照不到-"月相由于日光的!照&和!蔽&所引

起%

张衡分析了月蚀的成因"认为月蚀是因为

地影,暗虚-遮蔽月光0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

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这

些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小儿科&"但在当时可是

了不起的研究成果%

张衡观测记录了
6588

颗恒星" 创制了世

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漏水转

浑天仪"还制造出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等%

为了纪念张衡的贡献"国际天文学界遂将

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 命名为 )张衡环形

山&%

祖冲之!在世界上第一个测量出冬至时刻

&大明历#引用$岁差%打破了
!"

年
#

闰

旧历法

祖冲之在数学领域的贡献广为人知"如他

求出了圆周率值介于
01.7.5:6/

和
01.7.5:6;

之间"这一数据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最精

确的% 其所撰写的+缀术$一书"在唐代时被定

为国子监的数学教材"且修业时间最长"很可

惜"此书今已失传%

其实"祖冲之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

天文专家%在天文历法方面"编制了+大明历$"

首次引进)岁差&算历"使天周同回归年长度分

开"另外改革闰周"打破
.:

年
;

闰的旧历法%

冬至日"祖冲之就是通过对冬至日时刻的

研究"取得科学突破的% 祖冲之仔细研究了每

日影长的变化规律"利用冬至日前后影长对称

的关系" 提出了确定冬至日时刻的新方法"该

方法不受阴云蔽日不能测量日影的影响"能求

出冬至时刻"此法为后世长久沿用%

祖冲之想出一个新的方法"他不直接观测

冬至那天日影的长度"而是观测冬至前后二十

三四日的日影长度"再取它们的平均值"求出

冬至发生的日期和时刻"又由于离开冬至日远

些"日影的变化就快些"所以这一方法提高了

冬至时刻的测定精度" 使用这种观测方法的"

祖冲之是世界第一人%

祖冲之制定的+大明历$的岁,一年-"实

取
0/516769

日 "比元代郭守敬的 +授时历 $"

仅差
818886

"这在当时来说是很精密的%一直

到了南宋以后" 才达到或超过祖冲之的观测

水平%

郭守敬!首创使用一年
$%&'()*%

日

&授时历#比欧洲的&格里历#早
$+,

多年

张衡* 祖冲之都是
.:;8

年第一批名字上

月球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同是第一批的还有元

代天文学家郭守敬%

郭守敬是河北邢台人" 生活在金末元初%

从小在祖父的教育下" 开始学习数学和水利"

后来随当时有名的学者刘秉忠学习天文学和

地理学%公元
.6/6

年郭守敬受到推荐"元世祖

在多伦召见了郭守敬%但郭守敬全身心投入天

文领域"是从
.6;/

年到
.6:.

年担任水利官员

这
.5

年间%

这一时期" 郭守敬创制和改进了简仪*高

表*候极仪*浑天象*仰仪*立运仪*景符*窥几

等十多种天文仪器0主持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一次天文大地测量" 在全国各地共设立

6;

个观测站"最北的观测点在西伯利亚"最南

的在西沙群岛"此即)四海测量&% 当年从北京

图书馆找到了明抄本+天文汇抄$"其中有+三

垣列舍入宿去极集$一册% 这是一部星图和星

表合为一体的著作"在星图上某星的旁边注明

该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 总计有星官
6/;

座"

.0;5

星"给出坐标的星
;0:

颗%

据专家研究"+天文汇抄$就是郭守敬等人

编写的全天星表数据% 这份星表的误差约
.5

分"比宋代的精度大有提高"是古代星数最多

的一张星表%

郭守敬证实了一年
0/51676/

日" 是历史

上最精密的数值% 当时使用这个数值入历"在

世界历法史上还是第一次%欧洲著名的格里历

历法"也采用这个数值"但是比郭守敬晚了大

约
088

多年%

郭守敬与王恂*许衡等共同编制出古代中

国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它代表

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摘自&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