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所有荣誉中，实干型的陈红只
看重和专业切实相关的，例如在
!"""年后，她成为国内第一个去美
国和当地团队合作创办品牌的本土
设计师；例如，她与丈夫创办了上海
大学的巴黎国际时装设计学院。
陈红说，因为看到太多中美教育

的差异，她非常希望能够为中国教育
改革出一份力。“以学设计的学生为
例，中国许多学生太依赖父母，踏入
社会后依然像个碰不起的瓷娃娃，虽
然基础教育学得非常扎实，但动手能
力实在太弱。以至于学习服装设计的
学生，毕业后却很难从事本专业
的工作，实在可惜了。”如今，
她不仅坚持运作着从
#$$% 年便成立的
“东华大学服装
学院陈红奖学
金”，还利用自
己的资源引

进更多国际老师，提供更多实践机会
给学生，让更多学生知道怎样才能成
为真正的设计师；同时，她更大的梦
想是希望能在美国成立自己的服饰
设计中心，培养当地的华人孩子，让
世界看到更多出色的华人服装设计
师，当然她也会继续在设计中剪裁自
己的梦想。
当被问及是否有过害怕，陈红笑

着摇摇头：“每一次投入新的事业都
有失败的可能，但我从
不害怕。为什么？因为
就算失败了，哪怕人
生需要去菜市场里卖

菜，我会是卖
得最好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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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陈红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刚刚忙里
偷闲去市场挑选了不少面料，那是因为
她答应了朋友要为他们做几件款式别致
的西装式的羽绒服。在如今这个年代，能
够把亲手缝制的衣服送给朋友，恐怕是
最特别也最窝心的新年礼物。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迷上了做衣

服，我想那是受我父亲影响的缘故，因为
我家的五个兄弟姐妹都会穿我父亲亲手
做的衣服。”&"岁的陈红至今从未上过
专业的剪裁与服饰设计课程，她把这种
天分归结于启蒙老师———同样爱做衣服
的父亲的影响，“在我印象中，父亲始终
非常耐心地陪伴并教我一些基本功，想
学衣服的我由此受到极大的鼓舞。”那个
物资匮乏的年代，对“时尚”谁都没有概
念，更别说可以参考的流行款式，但天资
聪颖的陈红凭着天生想要在穿着上与众
不同的想法，一件又一件地把在头脑中
想象的款式，亲手裁制出来。谈到自己的
这个天赋，陈红淡淡一笑，“我想要和别
人不一样，尤其是穿衣服，这似乎是我懂
事起就有的想法。”
踏入花季，陈红迈入了上山下乡的

洪流。住在哈尔滨寒冷的集体宿舍长达
七年，从小住惯上海洋房的陈红却一点
也不觉得苦，在东北劳动之余，她还热心
地为身边的人做衣服，慢慢地成了远近
闻名的“上海小裁缝”，许多知青和当地
的老乡都知道有一个叫陈红的上海女孩
能做出与众不同的时髦衣服，于是便纷
纷带着布料踏上门来。
回忆青春岁月，陈红恍若回到当年

的那个还是小女生的自己，沉浸在单纯
的快乐中，“那个年代没有设计师的概
念，大家只是把你看成裁缝，但我只要能
够做衣服就觉得满足，那种全情投入的
喜悦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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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中国第一代被政府授予的“服
装设计师”，也是当年插队在哈尔滨时那
个远近闻名极会做衣服的上海女孩；她
是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去美国开创个人服
装品牌的女强人，也是与丈夫一同投身
教育事业、积极设立奖学金的女企业
家———她是陈红，在中国服装设计发展
史上留下漂亮一笔的上海设计师。

! ! ! !陈红翻开一本她的宣传册，里面
是许多模特儿的服装展示照片，这些
十多年前的设计如今看起来依然非
常时髦：譬如高开叉的无袖羊毛连衣
裙、蝙蝠袖宽松针织衫等。陈红笑称
走过现代服装店的橱窗，都能从中看
到自己当年设计的影子。
上世纪 $"年代，陈红所设计的

高端定制服装，一件成衣的价格已经
高达 '"" 多元，而套装的价格在
('""元左右。她所带领设计的款式
总是能在当季成为流行。慢慢地，陈
红的名字与高端设计紧紧联系在一
起，名声远扬的她渐渐受到关注，一
些名人也成了陈红的粉丝。

“大家对我的欣赏，是很大的鼓
励。还记得上世纪 $"年代，新加坡总
理李光耀来华访问，他妻子随行时的
行头都是我设计的。”还有一件令陈红
印象深刻的事是 ($$"年国际羊毛局
来中国，出资 (""万港币专门请陈红
做一场服装秀，“当时这在国内是从未
有过的事情，外国的组织会拿出那么
多钱请一个中国设计师作秀。”这场对
陈红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秀最后在上
海、南京举办，效果十分轰动，“这场秀
对我的真正意义是作为中国大陆设计
师，第一次获得了世界权威组织的承
认，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属
于当时大陆第一批并不为老百姓所知

的服装设计师们。”
($$!年 ((月的上海，已经颇有凉

意，但淮海路上的妇女用品商店里却人
头攒动，这里正展开着一场从未有过
的“竞价买卖”。陈红拿出了当时最能
代表她个人水平和成就的近 %"件高
端服饰，单件标价从 &""元到 ('""元
不等，尽管价格昂贵，但两天就全部
被抢购。“那时候既没有做广告，也没
有在店门口大肆宣传，却没想到有这
么多的人因为路过就被吸引来，甚至
还有外国人。”不过，今天的陈红却别
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那 %"件衣服
上分别有着她精心设计的图案，就像
一幅幅艺术品，自己却没能留下一件。
这一年，当时刚出现的资产评估

公司，对陈红进行了个人无形资产评
估：(!)" 万———这对当时的设计师
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数字简单有
力地概括了上世纪 $"年代时处于设
计事业巅峰的陈红所获得的数不清
的荣誉，也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关
注，($$*年 '月，美国《国家地理》杂
志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陪
同下，对陈红做了专题采访。($$'

年，陈红收获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荣
誉：由北京纺织部颁发的“全国十佳
服装设计师”称号。“也许就是从那时
候起，中国的老百姓终于开始知道设
计师并不仅仅是裁缝。”陈红笑称。

! ! ! !回上海后，陈红被分配到里弄生
产组工作。爸爸退休后，陈红接班进了
邮电局，担任分拣挂号信的工作。业余
时间，她依旧给亲朋好友做衣服，“只
要有人叫我做衣服，我就觉得开心。款
式我都尽情发挥，我非常着迷这种自
由创作的感觉。”就这样，连邻居结婚
时的西装和礼服都会请陈红来做。
在陈红家中的书籍中，有一本《新

编绒线花式编制》，尽管如今看来非常
陈旧，但在 ($)&年这本书出版后，仅
仅三个月就卖光了 !+万册，并马上再
版 !!万册———这是陈红自编自写的
第一本设计类书籍，这本书也最终把
她带上了专业设计师的道路。
有时候，人生的转变往往只是一

件不起眼的小事。($,$年的秋天，在
邮局工作的陈红有一次无意间翻看到
《文化与生活》杂志上刊登着针织花样
的投稿，她觉得自己可以织出更漂亮
的款式，于是就织了 )款，请当时还是
男朋友的丈夫帮忙翻拍成照片，用于
投稿，结果被杂志社选中了 *款并刊
登了出来。“还记得那一天我照例上
班，杂志社寄给我的投稿回函恰巧就
在我面前的那堆邮件中，我亲手盖了
戳，拆开了信。”陈红还清楚地记得，杂
志社寄给她 %!元稿费，被选中的成就
感和这笔不小的收入令她雀跃不已，
之后便经常投稿。很快冬天过去了，征
稿结束了。陈红向丈夫说出了渐渐萌
发的梦想，“想出一本书”。
“那时候，国内从来没有过用彩色

图案和符号来表现花样的图书，传统
的教授针织的书籍非常刻板和枯燥，
对许多普通人来说学习起来非常困
难。”陈红自创了一套简单易学的标注
法，让人一目了然，她花了三年的时间
准备素材，然后背着一整袋的针织款
式，带上丈夫翻拍的图片，一家家拜访
出版社，虽然作品出色，却屡因本身没
有名气而被出版社婉拒。直到 ($)&

年，她才遇到“伯乐”。《新编绒线花式
编制》一上市便抢购一空，陈红的名字
一夜之间在纺织服饰行业尽为人知。
全国各地的大出版社纷纷约稿，陈红
用一年出三本书的节奏释放自己对设
计的热情，累计出书达二十本，当时的
美国《世界日报》、中国香港《明报》都
对她作了报道。($)$年 &月，陈红在
上海举办了国内第一个手编时装个人
作品发布会，这是上海时装设计师首
次以个人专场的形式向社会亮相。
终日埋头踩缝纫机和画图纸让陈

红患上了腰椎疾病，但她并没有停止
脚步：开办了“陈红设计研究所”，被中
国纺织大学（现名东华大学）聘为顾问
教授，并开始从事“高级定制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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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给老乡做衣
服，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苦。”

“在一堆信件中看到了
报社的回函，那一刻人生就
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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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时尚？是你总是不自觉坚持
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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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人生需要去菜市场里卖菜，
我会是卖得最好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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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时!陈红会陪大孙子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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