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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传伏羲氏时期的椎髻为理发的起源，至
汉代出现了理发工匠，各个朝代虽然对头发的
处理方法和对理发行业的称呼不同，但古时理
发的都是男人。受五四运动影响，理发业空前
繁荣，许多思想进步的女子也加入了剪发行
列，这反映了国民思想的开放和进步。

烟台作为山东第一个开埠的沿海城市，辛
亥革命之后，“剃头挑子”逐渐增多，匠人手持
铁夹，沿街敲击，走街串巷为人们剃头刮脸。
此后，又出现了门前挂白布或红布幌子的“剃
头棚”。最早的“剃头棚”是1908年由傅世发
开在仓浦街27号的“福兴堂”。

上世纪20年代，西方的烫发技术传入上
海“十里洋场”，后来逐步在全国传开，烟台也
有了烫发业务，剃头棚便升格为理发馆，不仅
有了文雅的字号冠名门头，还以内涵深厚、对
仗工整的对联装饰门面，把广告宣传与店堂装
饰、服务质量和技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招
揽顾客，彰显各自的文化内涵和服务理念。

由于日伪时期理发业遭受战乱影响，只在
1948年10月烟台二次解放后，留下了10月
22日登记复业的16家理发馆的门头和字号。
这就是南山路53号的美记、南山路100号的
裕顺成、三马路22号的平洋、三马路37号的
增顺堂、二马路民治胡同15号的和兴顺、二马
路68号的发记、二马路88号的益盛和、大马
路82号的美利、广仁路7号的志海堂、建德街
16号的德发堂、会英街14号的新发堂、北大东
街323号的裕顺堂、市府大街103号的美容、
云龙街12号的云祥、云龙街52号的宏发堂、
仓浦街27号的福兴堂。

理发馆的对联，有记载的仅9副，但都简
练、明快、生动、活泼，具有民俗意味和趣味
性。有“虽无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做天
下头等事业，用世间顶上功夫”的巧妙构思；有

“就我生春色，为君修美容”“不教白发催人老，
更喜春色满面春”的恰当比喻；有“真功夫自头
上起，好发型从少年来”“进店来虬髯太岁，出
门去白面书生”的夸张对比；有“修就一番新气
象，剪去千缕旧东西”“入门尽是弹冠客，去后
应无搔首人”的箴言妙句；“推剪刮剃使您满
意，烫吹洗理令您称心”一联，彰显的则是齐全
的理发项目和优质的服务质量。

二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烟台
的街巷胡同里经常出现流动的剃头挑子，为一
些年纪大的老翁剃头刮脸，但不洗头。刮脸要
用一个搪瓷缸装一块用水泡的肥皂、一个带把
的圆头软毛刷、一块白色理发围布，先为坐在
凳子上的顾客围住脖子，并从前面盖住全身，
以防头发落在身上。一般是剃头后再刮脸，顾
客闭着眼睛微扬脖颈，理发师一手端搪瓷缸，
一手拿软毛刷蘸着肥皂水抹在顾客的胡子上，
用专用的剃胡刀刮胡须，把脸刮得锃亮。剃头
挑子也给男孩剃头，也是剃完头回家再洗。

那时候，一般家庭都有五六个孩子，多的有
十几个，少的也有三四个，男孩多的家庭都有剃
头推子，由家长给孩子剃头，不用花钱。男孩少
的双职工家庭，父子多是去理发馆剃头。

我家住张裕公司（现张裕博物馆）南面，张
裕公司东面有一个二层楼的大马路理发馆，悦
来街南头拐弯处有一个二层楼的市府街理发
馆，两座二层楼都是欧式建筑，宽敞明亮，装修
简洁。这都是我父亲剃头刮脸常去的地方，也
是奶奶带俩弟弟理发的地方。特别是二月二，
烟台人讲究“龙抬头”，男子一定要理发，每个
理发馆都需要早营业晚打烊，剃头挑子则会在
路灯下早早开张，直到打发完最后一位顾客。

1963年，全国掀起了学雷锋做好事的热

潮，企事业单位普遍置办了理发工具箱。职
工们以1962年上映的电影《女理发师》为榜
样，自主学习理发技术，利用业余时间互相免
费理发，休假日则学雷锋背着工具箱到街头
巷尾，为居民义务理发。从此，剃头挑子成为
了历史。

1978年前后，中断多年的烫发等业务开
始恢复，烟台理发业走向兴盛，不仅新建了文
明美发厅，还对原有理发店进行改造，购进先
进的理发座椅、工具，店堂面貌、内部设施都提
升了档次。尤其是每年举行的理发行业技术
大比武，实际上是行业内部对理发师技术等级
的升级考核，更是促进了理发技术和服务质量
的提高。每次大比武都要选头模，在商业局参
加通讯报道的我曾有幸当选。每次当头模，理
发师设计的烫、剪发型都很时尚，我不仅节省
了费用，还让同龄人羡慕不已。

1984年，烟台成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
放城市之一，温州人来到烟台开美发店，逐渐占
据了理发业的半壁江山。本地理发业有了竞争
压力，经营体制改为理发部集体承包、分别核
算。国营理发馆与温州个体美发店竞争发展，
有力地提升了理发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

1995年10月，东北人在烟台创办美容美
发学校，再次改变了烟台理发业的格局。来自
韩国和东北的理发师来烟台开美发店，带来了
时尚的焗油、染发和冷烫、陶瓷烫、纹理烫等一
系列新技术，男人、小孩儿也走进了美发店，南
洪街成了有名的“美发一条街”。装修豪华的
高档美发厅，高、中档美发沙龙、美发店对烟台
当地理发业和温州人的美发店冲击很大，许多
温州美发店退市，当地国营和集体理发店关
闭，理发业完全走向了市场。韩国人和东北人
在繁华商业区经营高档美发店，收费相对高。
留下的温州美发店多为中档夫妻店，服务项目
因人而异，经营和收费灵活，多在居民小区营
业。低档简陋的理发小店则在老旧小区中坚
持为低收入者服务。高、中、低档的理发产业
布局，满足了不同层次群体的理发需求。

三

不得不说一说我记忆中，那些为烟台理发
业做出贡献、留下美名的理发师。

位于北大街东头、瑞蚨祥附近，1958年由
徐瑞君、万秀英、杨宗兰、庄云兰、刘文华、李维
华、马焕荣、陈凤娟、李桂香、傅菊芬等10名女
青年组成的十姊妹理发部闻名遐迩。在部主
任徐瑞君带领下，十姊妹人人争当理发技术能
手，以主动、热情、耐心、周到的服务态度和高
超的理发技艺，赢得了广大顾客的赞誉，1959
年被评为全国工业交通基建财贸领域社会主
义建设先进集体。万秀英作为十姊妹理发部
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她个人于
1961年被评为山东省“三八”红旗手。

理发师马焕江、苗学兴，大毛胡茂政、二毛
胡茂成兄弟俩，一毛张锡祉的大名都如雷贯
耳，都因其烫、剪发技高一筹，深受女顾客青
睐。尤其是女青年结婚，都慕名找他们烫发，
提前进行预约。

在我的印象里，位于朝阳街的理发总店，
前后两个院有10间房，因马焕江和大毛胡茂
政、一毛张锡祉在这里，总是顾客盈门。因离
我家较近，我们母女也是这里的常客。位于
西大街松竹林饭店旁的国际理发店，因苗学
兴从理发师干到店经理，又被提拔为烟台地
区饮食服务公司总经理而名气大增。在榆林
街华美理发部的二毛胡茂成，上世纪80年代
去了解放路理发部，大量老顾客追随而至，也
是名噪一时。

参考资料：《芝罘商业志》
感谢张为民口述提供相关信息。

这张合影照，是我在整理父
亲的相册时找到的。左一是著名
电影演员康泰，左二是著名军旅
作家赛时礼，右二是著名电影演
员秦怡，右一是原烟台市文化局
局长刘德璞。

照片拍摄于1978年，距今已
近半个世纪，照片里的人与事一
直印存于我的脑海中，尤其是被
世人称为“东方维纳斯”的秦怡。

秦怡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
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人民艺术家。
她在银幕上扮演了许多美丽勇敢
的女性，但很少有人知道她与烟
台人曾有过一段情谊。

1978年，秦怡和她的演出团
队来到蓬莱拍摄电影《风浪》，那
是她第一次踏上烟台这片土地，
在八仙过海的海域看浪花翻卷，
她心中充满了激动与兴奋。同
样，烟台人也是第一次见到从大
银幕上走下来的秦怡，她端庄美
丽，所到之处皆是热情围观的群
众。拍摄时，剧组需要房子拍内
景，群众二话没说，当即就把房子
腾出来；需要道具时，老乡们也是
毫不犹豫慷慨捐助。

烟台人的淳朴善良深深地感
动了秦怡，烟台人的热情大方给
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说：“回
去后，我一定要宣传烟台。这里
不仅有壮阔美丽的大海，还有比
大海更美丽的人民。如果能让我
停下演员工作去搞创作，我一定
来烟台。”

秦怡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回上海不久，她带领摄制
组又来到了烟台。这次来是补拍
镜头的。剧组人员说，补拍镜头
完全可以就近找一个海边景点，
但是秦怡一再坚持来烟台补拍。

此事一方面看出了秦怡对待
工作认真的态度，另一方面也看出
了她对烟台人民的情谊。补拍镜
头结束后，秦怡得知电影《三进山
城》的作者赛时礼同志住在蓬莱军
人干休所，便提出要去拜访，陪同
她一起去的有著名电影演员康泰
和原烟台市文化局局长刘德璞。

通过拜访，秦怡了解到这位
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英雄右眼
失明、右侧肢体活动障碍、左侧视
力仅 0.2，写字时只能用左手去

“捅”右手，在忍受着常人无法忍
受的痛苦和困难的情况下，写出
了200多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十

几部长篇小说以及电影剧本《三
进山城》。秦怡对赛时礼同志非
常钦佩与敬重，拜访结束后，四人
在蓬莱军人干休所的院子里拍下
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返回上海，秦怡没有忘记她
在烟台的承诺，虽然她的社会活
动繁多，家中还有一个患病的儿
子需要照顾，但她是一个言必信、
行必果的人。当她获知烟台吕剧
团欲赴上海演出时，便多方与上
海市文化局联系，并亲自写信给
上海市文化局李太成局长，讲明
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协议达成
后，为了帮助剧团节省开销，她又
研究剧团的行走路线，来沪后住
在哪里既方便又便宜……

这在她写给原烟台市文化局
局长刘德璞的信中可窥见一斑。
信中这样写道：“……我回来后即
写信给上海市文化局李太成同志
……他说，他也非常喜欢吕剧，他
们要研究一下，一个是路线怎么
走，剧团先到哪里再到哪里，另一
个是上海居住条件的问题，现在上
海的招待所都已住满，剧场条件稍
好一点的只有人民舞台后台，其它
地方都不行……我说，问题由文
化局解决，我们作为上海的观众，
非常盼望吕剧团来沪演出，这对互
相交流学习很有帮助……”

如果不是对烟台这片土地
和人民充满了热爱与情谊，这位
著名艺术家怎么会在繁忙的工
作中，抽出宝贵的时间为一个地
方剧团的演出事必躬亲呢？

秦怡虽然经常奔赴于全国多
个外景地拍摄，但她心中始终牵挂
着烟台。当她得知烟台地区文工
团更名为烟台地区话剧团后，及时
地寄来了在当时反响热烈的话剧
《于无声处》剧本。这个剧本对于
刚成立的话剧团，无异于雪中送
炭。剧团接到剧本后，立马派出导
演和主要演员去上海看戏学戏。
导演和演员在上海的住宿及戏票
都是秦怡亲自出面帮助解决的。

有了良好的开端，烟台地区
话剧团（后更名为烟台市话剧团）
一路高歌，连续多年在山东省和
全国话剧大赛中获得奖项，风光
一时。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唯有照
片把美好留存。

这张照片里的人与故事，永
远活在我的心里。

街面忆往

从剃头挑子到美发店从剃头挑子到美发店
高守莲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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