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 朱珠 采写 王亚君

1994年，朱珠大学毕业，被分配

到位于大沽路86号（今大沽北路）的

亿利达集团针织品进出口公司。从

第一个客户RauphLauren（拉夫·劳

伦）开始，她凭着骨子里的闯劲儿，将

羊绒业务从几万美元做到几百万美

元，也亲历了天津外贸行业的发展变

迁。她说：“我就是那个传说中一辈

子只做了一份工作的人，从未转行，

相信努力一定会有结果。”

毕业分配到外贸行业

开始做羊绒配额业务

电视剧《繁花》刚播出时，很多朋
友恍然大悟：“哦，原来你的工作就是
汪小姐那样的！”嗯，她是在上海外滩
27号工作的汪小姐，而我是在天津大
沽路86号奋斗的朱小姐。
我在天津老城里长大。在邻居

眼里，我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小
学连年获得市级三好生、市级优秀学
生干部，初中在三十一中（今崇化中
学），高中考入南开中学。大学时，我
在天津财经学院（今天津财经大学）
念国际贸易专业，获得过王克昌奖学

金一等奖。奖金600块钱，真是一笔
“巨资”啊！1994年临近毕业，老师想
推荐我读研后留校任教，但听说我已
基本确定去亿利达集团针织品进出
口公司，便也表示支持，认为这个选
择更适合我的性格。
那时外贸行业如火如荼。进公

司后，我被分到毛针织品欧美科，我
们简称为“毛二”。从制单、整卷、跟
单等基础工作做起，每天忙得昏天黑
地。我像海绵一样不断汲取养分，跟
前辈们学习毛衫的专业知识，以及怎
么与国外客户函电沟通的技巧。
我们公司做羊绒配额。所谓配

额，就是客户用钱买不到的出口指
标。国外客户在中国采购羊绒衫，出
海关时，没有配额出不了境，所以不
管是多大牌的客户，都要先接触有配
额的口岸公司，就像《繁花》里汪小姐
所在的公司。亿利达公司在全国排
名非常靠前，配额一度跟中国纺织品
进出口总公司一样多。
非常幸运，科里给我分配的第一

个客户，就是著名的品牌Rauph Lau-
ren。凭着自己的倔劲儿和闯劲儿，以
及科里领导的支持，我努力做好服
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我的本专业是国际贸易，工作中

还要精通英语。但除了专业知识，我
最重要的工作是前期把国外品牌方
的设计样转化为实物，我们管这一步
叫作“开发”。然后找到最适合生产
样本的工厂，选择并敲定做出这件衣
服所需的纱线主材以及拉链、纽扣、
丝绸、皮毛等辅料，并严格控制成
本。后期，我还要了解生产的全部流
程，了解工厂的生产能力、生产周期，
随时协调生产进度，直至完成交货。
我们实际是被客户“倒追”的。

记得每次去广交会，我们都会被客户
“围攻”，因为配额少，供不应求。看
完《繁花》，有朋友跟我说：“以前一直
有个问题不明白，你是出口方，铁定
的乙方啊，但你平时总是一副甲方的
姿态，现在我们理解了。”

被工作“格式化”

容不得半点马虎

虽说是被客户追捧，但该干的活
儿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们曾接下美
国J.crew品牌的订单。第一年，客户
给了我们1万条羊绒围巾订单。随后
我去美国见客户，客户说：“你们太优
秀了，我们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
点折扣都没有，也还没到打折期，所

有货品销售一空！”第二年，我们的订
单翻了20多倍，拿到了20多万条羊绒
围巾订单。
这里又有一个专业问题——从

数额上看，1万到20万，是对经办人能
力的肯定。但对工厂来说，订单太大
根本应付不过来。羊绒是强季节性
产品，只能集中在一个时间段交付，
大批量的货物在生产上稍有疏忽，就
可能导致无法按时交货。
我遇到过几次加急大单。我带

着天津最好的版师和质控人员，飞到
内蒙古的工厂，待了两个月。帮工厂
拟定计划，捋顺流程，监督每一道工
序，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出运。
曾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不可

或缺，直到看见公司的其他同事——
有学历比我强的，因为来的年份不凑
巧，做不上业务，心灰意冷辞职转行；
也有能力和韧劲儿完全不比我差的，
阴差阳错，就是做不上业务，一直坐
冷板凳。尤其近些年，经历的事情多
了，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要想有

成就，最重要的还是机遇和大环境。回
想这30年的路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
个词，可能就是“感恩”吧，赶上了好时
候，又一路被托举，才成就了如今的我，
能把自己的过往当成谈资来说一说。
有时朋友们也不无打趣儿地给我

下定义：“你就是那种被第一份工作‘格
式化’了的人，一辈子说话做事、思维方
式，完全就是‘它’。坚韧耐劳也是
‘它’，被惯坏了也是‘它’。简而言之，
就是社会化程度不高。”
有一次，客户跟我说，我们要给你

很多订单，要做开发，希望你从哪里进
什么纱线，从别的地方进另一种纱线，
要求非常复杂。我就一路付款，逐一兑
现。有一天领导突然问我：“你付了两
万多美元了，挣得回来吗？”呃，我从没
想过这个问题啊，我说：“客户就是想开
发，有这么多意向，我们就一个个地尽
量去实现设计师的想法，一定会有订单
的！”那次我们给供应商打预付款就打
了1000多万元人民币，在公司引起轰
动。现在回想起来，但凡我当时稍微成
熟一点，就不会这么义无反顾了。

羊绒环保且可以再生

这份温柔坚定而美好

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从国外回来，
一见我说的都是：“你怎么一点儿长进
都没有？还是那么简单直白。”对，社会
化程度不高嘛。反正到了这个年龄段，
大概率不会刻意地改变自己了。
2024年，南开中学120周年校庆那

几天，朋友给我做了一条视频，就叫“天
津的汪小姐，从业30周年了”。很多朋
友感慨：“原来你还有这么一大段过往
啊。”这条视频也意外开启了我“全球认

亲”的节奏，我在评论区竟看到与我失散
多年、现居美国的老领导、老同事的留
言。再次通上电话，让人感觉时空啊、年
岁啊已不是问题，人生最珍贵的，就是有
一段人生，曾相伴而过。
当年，羊绒业务并不被看好，因为成

本高，投资大，资本回报率低，而且数量
上也做不起来。但我一直深爱羊绒，我
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应该让更多人认
知、体会。我经营了一家羊绒工作室，名
字就叫“朱珠的试衣间”。虽然不再经手
上千万元的大订单了，但看见每一件优
秀的羊绒衣服，那么正正好好地穿在或
熟悉或刚开始熟悉的朋友身上，那种成
就感，跟当初是一样的。
开工作室的初衷是热爱，没有技巧，

没有战略，有的只是持续在专业领域深
耕，不停地自我迭代。朋友是我的客户，
很多客户从陌生逐渐熟悉成为朋友，还
有很多人，包括通过网络、视频，通过陌
生渠道找来的，我们慢慢相知。更有好
多朋友把羊绒工作室当成自己的事一
样，我们更像一个团队，每周四下午欢
聚。遇见的都是可爱的人儿，这个世界
怎能不美好！我是很爱羊绒这个事业，
我也是一路被大家爱着。这更让我时时
想起那个我人生中的关键词——感恩。
作为一个深爱羊绒的人，我想说，羊

绒是山羊最贴近身体、掩在山羊硬毛根
部的一层薄薄的细绒，为极寒地区山羊
提供了一冬的保暖。羊绒是一种自然而
然的东西，是一种环保且可再生的资源，
春天来了，山羊要褪掉它，才可安然入
夏。人们把它采集下来，在寒冷的冬日
维系住宜人的体温，暖而不燥。羊绒是
纤维钻石，是软黄金，是大自然馈赠给人
类的珍贵礼物。希望，每个人都能体会
一下，这份温柔而坚定的美好。

电视剧《繁花》里的故事，也曾在天津上演

大沽路86号的外贸往事

讲述

我看不见世界
但想让世界看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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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里看见光明

导盲犬给盲人希望

两个手机同时响铃。陈燕听着手机播报的
电话号码，一个是大连导盲犬基地，另外一个是
陌生号码。陈燕先接陌生号码，想着一会儿再给
导盲犬基地回电话。耳畔传来一个男声：“我是
克隆公司的，经大连导盲犬基地推荐，请导盲犬
黑萌萌参加克隆导盲犬的试点。”陈燕蒙了。克
隆，她想起多年前克隆羊多利的新闻，那只羊好
像寿命不长。她直接对着电话说了很多个“不
行”，可对方不挂电话，给她普及克隆技术，说只
需取动物的三块皮肤，之后一个一模一样的小体
就出来了，克隆的动物没有记忆，身体机能跟母
体一模一样。为了说服陈燕，对方告知她目前已
经克隆了优秀的警犬和搜救犬，正在研究导盲
犬。陈燕不想参与这么高科技的事，客气地要挂
电话，对方急着说：“如果克隆成功，以后导盲犬
的淘汰率就低了，训练导盲犬的费用也会下降，
更多的导盲犬可以服务于盲人。”
陈燕沉默了，培养一只合格的导盲犬需要20

万元以上，而且淘汰率高达60%。她轻声回答：
“既然是大连导盲犬基地推荐的，我配合。”

2023年11月，北京已经很冷了，本来陈燕应
该去南方工作，但为了克隆黑萌萌，她留在北
京。终于，专家到了。出发前，黑萌萌拉肚子，不
知道是不是因为紧张。陈燕想，会不会克隆出来
的小狗狗也肠胃不好呢？到了陌生的地方，黑萌
萌就比较兴奋，陈燕能感受到导盲犬的变化，轻
轻撤下黑萌萌的工作服，表示它可以玩一会儿。
狗的天性被释放，尤其当它见到两只为拍电影克
隆出来的中华田园犬，玩得更欢了。
专家让陈燕发出指令，让黑萌萌在桌子上躺

下。导盲犬有点儿紧张，望向主人，它大概不明

白为什么要摆出这样的姿势。陈燕更紧张，她看
不见，只能一遍又一遍叮嘱，别把导盲犬弄疼。
一句“不要动”，成为导盲犬的“定海神针”，取皮
肤的全程，黑萌萌纹丝未动，配合得非常好。
陈燕听专家说，半年后，克隆出来的导盲犬

预备犬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她心里打着问号，既
好奇又期待。2024年6月18日，每年一度的“年
中促销节”，当别人在疯狂清空购物车，克隆成功
的导盲犬预备犬出生了。陈燕感叹，这个生日真
好记。不过它需要打完全部疫苗，才能和陈燕、
黑萌萌见面。中国首例克隆导盲犬预备犬出生
的消息发了出来，陈燕兴奋地“刷”着新闻，把留
言一个一个点开听。她崩溃了。
第一条留言：“为了一己私欲残害动物，你的

心怎么这么狠？”第二条留言：“你的良心在哪
里？一起出生好几十只小黑狗，在这些小狗中选
出最像的留下，然后把其他小狗都害死，抵制克
隆！”陈燕脊背发凉，难道这实验有几十只小狗出
生，最后只让一只活了下来？带着恐惧，她拨通
了专家的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克隆工作犬的目
的是避免淘汰率，不存在大家说的情况。这也是
因为克隆技术的宣传比较少，造成了公众的误
解。”陈燕这才放心，她想，大连导盲犬基地的创
始人王靖宇教授非常爱动物，如果克隆技术这样
血腥，他不可能用自己基地的导盲犬做试点。
陈燕一直盼着跟小克隆犬见面，这只小狗在

她黑暗的世界里已被想象过无数次了，甚至它的
习惯、它的气息。2024年 10月 15日，国际盲人
节，陈燕终于等来了邀请。“粉丝”给这只活泼的
黑色拉布拉多犬起名叫“米诺诺”，它是全球首例
被成功克隆的导盲犬预备犬。
到了目的地，陈燕遇到一只猫，据说也是克

隆的。她没心思聆听这个动物世界，始终用耳朵
寻找熟悉的身影。忽然，由远及近，传来小狗爪
子“吧嗒吧嗒”的声音，米诺诺来了。黑萌萌跟它
的“另一个自己”见面了。陈燕听见四只大爪子、
四只小爪子一起“吧嗒吧嗒”地响。它们认出了
彼此，在大厅里狂奔，黑萌萌在前面跑，米诺诺在
后面追。吓得陈燕赶紧贴墙站着，给它们腾地
方。两只狗尽情玩了十几分钟，终于停下来喝
水。陈燕蹲下，摸摸米诺诺长什么样——小小的
一只，大耳朵短嘴巴。这一点儿也不像黑萌萌
呀！但工作人员说，它们两个连走路的姿势都一
样，摸起来不一样，是因为米诺诺还小，等它长大
了，就跟黑萌萌一模一样了。
当米诺诺回到大连导盲犬基地，仍会被交给

培训黑萌萌的老师训练。陈燕期待小克隆犬毕
业，她念叨着：“不知道以后米诺诺给谁当眼睛，
不知道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习惯是否还一样？”

盲人也能拍视频做主播

百万“粉丝”助力导盲犬

2018年8月，陈燕开始拍短视频。这个对普
通人都不算容易上手的事，被陈燕直接拿下。让
我尤为惊奇的是，我俩出行时，她给我拍了很多
照片和视频，以至于我疑惑地问：“你是真看不见
吗？”她自信地笑笑。
为了拍好短视频，陈燕先学习听着拍物体，

练了几天，请朋友看自己拍的钢琴、桌子、椅子以
及导盲犬。朋友看了说，非常好。可拍视频不一

样，主要是拍移动的物体，这对于靠听觉拍摄的陈燕
就不友好了，大部分拍不准，比如只拍到导盲犬的一
半，或半个人、半架钢琴，还晃得厉害。朋友说，看了
眼晕。还有更困难的，短视频平台跟陈燕手机里安
装的盲人软件不匹配，手机读不准视频下面的文字。
遇到困难想办法，是陈燕的人生准则。她招募

志愿者，有帮着读评论的，有帮她在视频里配文字
的，她直播时，还有帮她读弹幕的。具体操作就是把
“粉丝”打字说的话粘贴到微信群，微信支持盲人读
屏软件，陈燕听着手机读的消息，就能回复大家了。
陈燕被邀请参加抖音总部组织的无障碍研讨

会，她向技术人员建议，希望技术迭代升级。剪辑视
频对盲人来说很费劲，那时制作视频的软件，在盲人
读屏软件的“嘴里”一律都是“按钮、按钮、按钮”，无
法分出哪个是剪辑，哪个是配乐，哪个是录音。
经过不断地磨合、努力，很多App都支持手机盲

人软件了，陈燕能独立完成视频制作，让100多万
“粉丝”了解了盲人的生活和导盲犬的工作。

陈燕总说：“我愿意把自己的生活打开，请大家
走进来，看看在黑暗的世界里，盲人是怎样生存的。
我想通过视频，让更多人了解盲人和导盲犬。如果
有适合的工作，希望大家想着盲人群体。希望大家
看见导盲犬在公共场合出现，不要拒绝。”她的希望，
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做饭是生活基本功

陈燕5岁学做饭，拿着面团，不明白饺子馅是怎
么包进去的。姥姥教她擀皮儿，擀面杖下的动作，陈
燕学了四年。包饺子相对容易些。但她怕饺子煮破
了，不敢多搁馅，后果是不好吃。那时她住在老北京
的胡同里，邻居家养猫，她多次跟姥姥表示，也想
养一只小猫咪。姥姥总说：“如果你不会做饭，
猫会饿死的。”养猫的动力，激发出5岁孩子
做饭的潜能。她记得黄猫到家里吃的第一
顿饭，就是她给猫包的肉馅饺子。猫吃得
可开心了。
陈燕学烹饪的动力更足了。从切土豆

丝开始练，她和姥姥半年内始终吃着长短
不齐、粗细不均的醋熘土豆丝。姥姥从不否
认她的努力，耐心教她：“右手拿刀，左手按着
菜，手指头要拱起来，像搭桥那样。千万别让左
手的手指头接触到刀。”这功夫陈燕练了多半年。
很多人看到陈燕切菜，都认为她看得见。而她

说：“说这话的人，都是不会做饭的。真正的厨师或
经常做饭的人，切菜时根本不用看着。”有人问她，炒
菜时怎么知道菜熟没熟？她说靠闻味道。对方说，
煮饺子时如果能闻到饺子味儿，那就破了。但对于
陈燕来说，这真的不是问题，别说饺子，煮元宵她都
能闻到熟了的味道。
虽然看不见，但她好像无所不能，那么，还有什

么梦想要去实现吗？陈燕说：“我依然会不断地自我
修炼，自我成长。也许有一天，大家能在短视频平台
看到我，通过我的分享了解到盲人的世界不是远在
天边，也不是在黑暗的角落，我们就在你的身边。我
们和所有健全人一样，有梦想、有期盼、有自尊，愿意
用更多的努力去创造更好的生活。日头照着你们，
也照着我们，春雨洒在你们脚下，也洒在我们脚下。
请大家相信，盲人心目中的世界，也许比健全人眼中
看到的更美。”

王小柔：我看你每天都发短视频，也会直

播，你已经成“网红”了，为什么还这么拼呢？

陈燕：有太多的朋友看了我的视频，了解
了导盲犬就是盲人的眼睛。在地铁上、在公
交车上、在火车上或飞机上遇到我们，都很热
情地跟我们说话。告诉我，是看了我的视频
才知道导盲犬的，才知道盲人可以调钢琴。
知道盲人也能靠工作挣钱养家，盲人也可以
做饭。每次我听了这些都很欣慰。

王小柔：你看不见图像，怎么剪辑画面？

陈燕：随着软件的升级，我也能剪辑视频
了。别人剪辑视频靠看，我靠听。有时候记
不清了，就用微信发给朋友看，人家再给我仔
细描述一遍视频中的事，我就记住了。就像
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你穿的衣服是什么颜
色的呢？我的回答是，我听别人说了是什么
颜色，我记住的。健全人熟悉这个世界是靠
看，盲人熟悉这个世界是靠听和记忆。虽然
用的方式不同，但结果一样。我希望通过我
的视频让大家了解——阳光、色彩、万物，在
一个盲人的心目中，也会绚烂美丽。

王小柔：你的短视频有那么多“粉丝”，收

入应该还可以，为什么依然去给别人调琴？

陈燕：我是一名盲人钢琴调律师，我像校
正钢琴的音准一样校正自己的人生。我希望
旋律始终都在，可以优美，可以悲戚，但要激
昂地延续，生命的曲谱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脚
下。看不见，没什么可自卑的，但如果不努
力，听天由命，才是可悲的。我把自己的生活
打开，希望你们走进来，看看黑暗世界里的风
景，和我一起感知世界。

王小柔：导盲犬除了成为你的眼睛，对你

还有其他意义吗？

陈燕：导盲犬来到我的身边，终于让我的
脚步突破了黑暗的边界。只有盲人最懂得眼
睛的宝贵，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依然会

不遗余力地倡导导盲犬带领盲人出
行，让那些孤单的身影，可以从房
间走出来，去聆听更大的世界，
让风景从想象中走出来，去
丰满自己的生命。黑暗的
人生，也可以变得很生动。
王小柔：你日常还喜欢

做什么？

陈燕：我喜欢在家弹
琴。钢琴是我生命的一部
分，因为琴，让我认识了很多
喜欢弹琴的朋友。大家可能不

知道，钢琴也是有性格的，弹钢琴的
人有不同的手形、迥异的性格，都需要选择不
同的琴来与之和鸣。音乐是那么美妙，把耳
边的世界都打扮得漂亮了。

王小柔：你也要考职称，都考什么呢？

陈燕：钢琴调律的考级不光考调钢琴，还
要考修理钢琴。考试那天，黑萌萌领着我坐
地铁到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监考老师发
卷子后，大家开始答题，教室里一片“哒哒哒”
写盲文的声音。我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回
到了盲人学校那宽敞的教室里。第二天考实
操，在琴房调修一台钢琴。下午准备论文答
辩。三个月后，我收到快递，里面是一级技师
证书。记得我姥姥说过，不管你这辈子多优
秀，不管你在别人眼中多有名，你也不要放弃
自己一辈子赖以生存的本事。拿到一级技师
证书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姥姥，您的
要求和希望我从没忘记过，我实现了。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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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
北京人，中国首位女盲

人钢琴调律师、首位盲人跆
拳道选手、首位盲人独轮车骑
手。中国导盲犬畅行的呼吁

者和推动者。

文 王小柔

认识陈燕十几年，看着她

和很多同行者把导盲犬畅行

这件事，“死磕”成中国很多公

共场所的一条法规，其间之

难，有很多不眠之夜和以泪洗

面，但对于生性乐观的陈燕来

讲，那都是浮云：世人皆言歧

路难，我沿歧路上青山。

陈燕因先天失明被父母

放弃，姥姥把她带大，为了让

这个残疾孩子能有生存能力，

老人对她进行各种听声训练

和道路记忆力训练，用感觉代

替视觉。比如，姥姥会把硬币

丢到水泥地上，让她判断是几

分钱的硬币，同时听硬币滚动

到哪里停住、倒下，一步到位

去捡起来，绝对不能在地上摸

索。正是从小的这种游戏式

严苛训练，让陈燕成了“声呐

人”。甚至，我俩出行，在我不

知道该往哪走，要导航时，她

会说：“跟着我走吧，丢不了。”

陈燕的生命如此丰厚。

她不仅超越了自身的视力局

限，而且让一众视力正常的人

觉得自愧弗如。命运给了她

一个黑暗的世界，把她压在生

活的最底端，她竭尽全力顶开

一道缝，在黑暗中向阳生长。

盲人大都选择深居简出，

将生命细节对外部关闭，卑微

地匿身于这个光鲜亮丽的世

界。陈燕却一直选择在阳光

下行走，甚至是大步流星地

走，因为她有自己的眼睛——

导盲犬。看不见是一种局限，

看得见同样是。当导盲犬无

辜被拒，屡屡受欺，陈燕用自

己的能量矫正公众的认知。

当我在很多城市的地铁站看

到《轨道交通乘客守则》里面

有“禁止携带宠物（导盲犬除

外）”的条文，都会拍下来，因

为括号里是文明进程的推动，

源自盲人们的努力。

陈燕再次成为新闻，是因

为她的导盲犬黑萌萌。以它

为样本，中国第一只通过导盲

犬皮肤细胞克隆出的导盲犬

预备犬宣告成功。导盲犬是

盲人的“第二双眼睛”。据统

计，我国有1731万视力残疾

人，正在服役的导盲犬仅有几

百只，与群体性巨量需求相

比，导盲犬极为稀缺。科研部

门希望通过克隆技术，让更多

具备优秀基因的导盲犬进入

工作中。

陈燕
陈燕访谈
盲人心目中所感知的世界
可能比健全人看见的更美

朱珠

陈燕和导盲犬黑萌萌

（陈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