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左手按住布料，右手拨动转轮，脚下踩着踏板，针尖带着棉线走
出又直又密的针脚!!过年前的一个多月里，妈妈在缝纫机前忙个
不停，只为让全家都穿上新衣。在你的儿时记忆中，有没有那台黑得
锃亮的蝴蝶牌缝纫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蝴蝶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和上海牌手
表，是当时青年男女结婚的“三大件”。拥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几乎
是那个时代里每个待嫁女子的梦想。然而，随着我国成衣化水平的
提高，家用缝纫机逐渐被人们遗忘，“黑头机”不是在家里积灰，就是
在旧货市场待售。沉沦了近20个年头，如今“蝴蝶牌”时尚转身再
度翩翩，用年轻化、智能化的新面貌，走入更具个性需求的品质生活
里，甚而担当起“国礼”重任，以崭新面貌再续这一场“蝴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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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舞翩跹 踩出新花样
曾经风靡一时 中途销声匿迹 如今东山再起

! ! ! ! !"!"年，民族资本家沈玉山等三人在上
海郑家木桥开设“协昌铁车铺”，主要从事进
口缝纫机的买卖和修理业务。!"#$年，我国
第一台国产缝纫机在这里诞生，名为“金狮
牌”。%"&'年，“金狮牌”更改为“无敌牌”，取
“打败天下无敌手”之意。%"''年，为了让内
外贸中英文商标名称统一，“无敌牌”再度更
名，取名“蝴蝶牌”，英文商标为“()**+,-./”。从
此一锤定音，“蝴蝶牌”商标延续至今。
“当时上海有三个缝纫机品牌，蝴蝶牌、

飞人牌和蜜蜂牌，其中蝴蝶牌名气最响，销量
最大，出口也做得相当好。”上工申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蝴蝶缝纫机分公司总经理

吴剑敏告诉记者，缝纫机行业中，北京有牡丹
牌，西安有标准牌，广东有五羊牌，但上海的
蝴蝶牌却是其中翘楚。“当年全国的缝纫机年
产量是几百万台，蝴蝶牌一家就可以占到
%00多万台，而且还要凭票购买，供不应求。”
数据显示，上世纪 "0年代初，蝴蝶牌家用缝
纫机年产量最高曾达到 !12万台，畅销 %02

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 '% 岁的张敏珍直到现在还记得，

%"$0年爸妈买回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后，全家
都把它当成了宝。“我们家有兄弟姐妹五个
人，虽然父母是双职工，但是开销大，这台缝
纫机是爸妈存了好久的钱才买下来的，当时

%00多块钱可不是小数目。”买回缝纫机的第
一年，没等到过年，妈妈就给几个孩子陆续
做了新衣，张敏珍也跟着学起了缝纫。“我们
几个姐妹都会踩缝纫机，但是我算比较有天
赋，学得快又喜欢做，等到 %"32年我结婚
时，爸妈还买了一台新蝴蝶牌缝纫机给我做
嫁妆。”
蝴蝶牌缝纫机经典且唯一的机型，就是

“黑头机”。吴剑敏曾在上海市缝纫机研究所
工作，他告诉记者，尽管当年有蝴蝶牌、飞人
牌以及蜜蜂牌，每年生产出来的上百万台缝
纫机用的都是同一张图纸，除了商标不同，其
他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放在今天，这
是无法想象的，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却是市场
常态。历经时代变迁，如今“黑头机”已经成为
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 ! !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后，洋品
牌、洋产品涌入中国，很多轻工业企业遭到巨
大打击。与此同时，缝纫机的落寞也逐渐显
现，但其原因却与之大不相同。
“我国的缝纫机产业几乎没有遭遇外资

品牌冲击，主要是因为国内成衣化水平快速
提高，农村妇女劳动力涌入城市打工，使得家
用缝纫机市场日益萎缩。”吴剑敏说，除了市
场变化，国营企业死板的机制、沉重的负担，
也曾经让“蝴蝶”不堪重负。
“鼎盛时期的蝴蝶牌缝纫机厂有上万名工

人，为扩大生产，增加员工收入，企业就去全国

各地办联营厂，山东、山西、安徽等地都有。”吴
剑敏告诉记者，轻工产品技术门槛有限，技术
人员下乡指导再加上产品包销，一下子把当地
的缝纫机产业培育起来了，随着城市劳动力
成本逐步上升，沿海城市的需求量逐渐减少，
老牌四大缝纫机生产基地承受不住成本压
力，反而是后起的民营企业主动“接盘”。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家庭制衣越

来越少见，蝴蝶牌缝纫机厂产销逐步下降，企

业出现了亏损，就这样，“蝴蝶”品牌沉沦了将
近 20个年头。“以前我们说进了缝纫机厂，就
好像进了保险箱，没想到它也有撑不住要关
掉的一天。”吴剑敏告诉记者，200%年，根据
原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司对上海缝纫机行业
进行业务整合的精神，上工申贝4集团5股份
有限公司通过产权交易的方式从上海飞人协
昌缝制机械有限公司购买了“蝴蝶牌”等缝纫
机商标，但生产却彻底停下了。

! ! !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随着欧美发达
国家布艺 678的兴起，现代家用多功能缝纫
机不仅在欧美风靡，而且在日本、韩国和中
国台湾地区也非常流行。2003年全球金融危
机后，工业缝纫机市场低迷，而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轻巧灵便、功能
多样、外观时尚的新型家用多功能缝纫机在
中国悄然兴起，从而为蝴蝶缝纫机的复兴创
造了机遇。

20!0年，蝴蝶牌家用缝纫机再次出现在
市场上，这一次亮相的不是“黑头机”，而是小
巧时尚的电动家用缝纫机。“产品蜕变体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外观，我们不断简化结构，力
求操作简单、时尚漂亮，小小一个缝纫机搁在
哪里都可以使用，不像以前体积这么大。二是

功能，以前的‘黑头机’只能踩直线，现在的家
用缝纫机却有花样缝纫能力，最多可以变化
出 &00多种缝线花样，此外还有缝绣一体机。
三是价值，过去我们只注重实用功能，现在却
在推广缝纫艺术、缝纫文化。”
今年年初刚刚上市的蝴蝶牌无线操控家

用缝绣一体机，将移动互联网技术融入传统
缝制设备中，将移动端 9::和电脑绣花机通
过互联网和云计算机技术相结合，使用户可
以通过无线网络为绣花机提供刺绣元素，无
线操控家用绣花机，填补了无线操控绣花机
领域的空白。记者从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获悉，这台缝绣一体机的样机在国际
缝制设备 ;7<=9展会和第 %$届中国国际工
业博览会上率先推出，不但获得了 ;7<=9优

秀项目二等奖，还在第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发展论坛之一的“工业设计创新论坛”评
选中获得铜奖。
此外，吴剑敏透露，公司还开发完成了

“缝绣家园”9::客户端，花样图库已打版 %

万多款花样。“也就是说，用户可以从 9::上
下载花样，然后无线操控家用绣花机，便可
自动绣出花样，简单的花样只要 %0来分钟
就能完成了。此外，如果用户自己会打版，原
创的、个性化的花样都可以上传过去。”他表
示，今后还将开发更多的 9::功能，比方说
开设缝绣论坛，让缝绣爱好者在网上交流作
品和技法。

蝴蝶牌缝纫机重获新生后的出色表现，
还让它再次走出国门。20%&年 "月习近平主
席出访斯里兰卡时，第一夫人彭丽媛向斯里
兰卡赠送了 '00 台蝴蝶牌 >?132@9 型家用
多功能缝纫机。蝴蝶牌家用缝纫机成为国礼。

! ! ! ! 2003年，蝴蝶牌家用缝纫机重
新上市后，第一年卖出了 1000台，
此后销量逐步上升，如今出口加上
内销，年销量已经达到十多万台。
谁在买缝纫机？谁还在用缝纫机？
“刚开始销售家用缝纫机时，

大部分用户都是五六十岁的中老
年人，他们对蝴蝶牌深有感情，知
道蝴蝶牌重新上市后慕名而来。”
吴剑敏说，尽管上市时的一炮打
响属于“吃老本”，但此后年轻用
户的比例却在不断提升，他们热
衷于缝制个性化布艺，比方说窗
帘、桌布等。此外，蝴蝶牌家用缝
纫机的主要销售渠道也早已转到
了网上，天猫、苏宁、京东等电商
网站上均开设了旗舰店。记者在
天猫上的蝴蝶牌家居旗舰店看
到，几款主力机型销售火热，每款
产品下的“宝贝评价”多达 &000

多条，其中不乏第一次使用缝纫
机的新手。

近年来，为了改变过去缝纫
机只用以制衣的传统观念，培养、
引导缝纫休闲兴趣，将其塑造成
一个文化休闲工具，并且更好地
推广缝纫艺术，上工申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蝴蝶”缝纫
吧、“蝴蝶”布艺创意工作室和“蝴
蝶”布艺创意周末教室，策划并设
计“拼布缝纫创意培训教室”，进社区、进高校
开展缝纫机、布艺培训，充满个性化、美观大
方的布艺作品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缝友”。
其中，“蝴蝶”布艺创意周末教室被上海市妇
联正式授牌命名，“蝴蝶”布艺创意培训活动
列入上海市总工会“女职工服务手册”。

此外，从 20%2年开始，上工申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还和浦东新区联合举办“蝴蝶
杯”布艺缝纫创意大赛。来自社会各类自由创
意设计人员、拼布艺术 678爱好者、本市高等
院校兴趣教师和学生及上工申贝集团职工等
选手一决高低。在参加角逐的选手中，30后
"0后占了 '0A以上，其中还有不少男选手。
吴剑敏还有一个期待，那就是学校里能

够重开缝纫课，让孩子们从小接触到缝纫机，
锻炼动手能力的同时，培养生活情趣。为此，
公司还开发了一款学生专用多功能缝纫机，
它不但具有一般多功能家用缝纫机的功能，
还设计了多重保护装置，保证学生在使用时
不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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