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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匠360
——来自百工之乡来自百工之乡

的转的转型纪事⑧

扫 一 扫 ，
收 看 视 频
报道。

剃发与美发，虽一字之别，却
将传统与新潮、青年与老叟隔
断。握了六十载的剃刀，离不开
服务二字，匠人如清溪，无大起与
大落，应无愧于心。以匠养茶，一
来剃刀未老，二来老友们得以在
此歇脚闲谈。技未变，情难却，只
为坚守与缅怀。 （潘平福）

【剃发者言】

最美浙江人·百姓喜爱的村支书

民情同期声

见习记者 李文芳
区委报道组 冯旭文

湖州南浔区和孚镇的荻港古
村落，民居傍河而建，店铺栉比丛
生。其间有一百年老店，仍以剃头
为生，兼营一元茶馆，在灯红酒绿
的城市里再难寻觅。对剃头匠潘
平福来说，他的默默坚守，是为了
留住青春、情感和记忆，是为了延
续水乡的古朴生活，更是为了那些
相熟的老伙计们。

古人俗称“九佬十八匠”，是对
中国民间靠手艺谋生的工匠之总
称。这“九佬”之一便有剃头，一直
以来，正是这些匠人们活跃在乡土
中国，为乡邻服务。

剃头匠作为传统的美发师，在
新式发廊的兴起中，逐渐退出历史
舞台。然而，他们的存在，却可将
很多人的回忆唤起，重现曾经熟稔
的生活场景，再现“匠心”。

道道工序挂于“心”
行至木桥头，转进里巷埭廊下

街，在木石结构的廊棚下踏着石板
路走向深处，过了单孔石梁桥积善
桥，再走两步，77 岁的河道保洁员
顾发林像平常一样，清洁完河道，
在一家茶馆门前停下。

拉开厚实的门帘，老伙计潘平
福正猫着腰准备给邻村吴根荣修
面。茶馆还是原来的摆设，左侧 4
张原木桌，几条长凳，桌上十几个
老式塑壳开水壶摆两排，“一元茶
馆”几个字悬于墙壁之上。

茶馆右侧就是潘平福的剃头
台了。吴根荣躺在旧皮椅上悠闲
地闭着眼睛，但见潘平福利索地将
吴根荣花白的胡须剃掉，随后用热
毛巾敷在两颊处。在吴根荣的脸
上还冒着热气的时候，潘平福用左
手肚抚平皱纹中的沟壑，剃刀从右
脸颊耳根开始从上往下细致均匀
地下滑。剃刀削至法令纹，刀幅减
弱，刀头趋短，不一会，细小的银发
碎渣散铺一地。

一面镶着旧木框的镜子映衬
着潘平福的脸，眼神炯炯，发丝不
乱。“修面讲究的是刀工，力度要适
中方可游刃有余。”

在剃头匠潘平福的生存法则
中，剃发工序高于一切。他从未想
过要精简一个个工序来减轻剃发
的乏味。怀着对剃发技术的忠贞
不渝，做了 60 年剃头匠的潘平福
将工序牢记于心。

老式剃头可不单单是“剃”这
么简单。事实上，它包含着粗剪、洗
头、修面、精剪四步，在十九世纪六
十年代之前，四大步骤之外，还添加
着掏耳朵、滚眼珠、敲背等绝活儿。

将发丝推短，可远远不是剃
发的终极目的，潘平福要做到的
是——“让人神清气爽”。

粗剪修型，洗头除垢，修面舒
心，精剪造型，步步都有其道。剃发
除了刀工，还需付出时间和耐心，客
人往椅子上一躺，要的是份舒心。

修型时，先拿剃须刀从脖颈开
始从下往上推，推至太阳穴处时，
左手轻握一把细齿木梳，将尺子朝
上置于电动剃须刀之下，修理从木
梳尺里窜出来的发丝。这里面讲
究头顶“留寸”，以便精剪时造型。

洗发，算是剃头匠最不需要技
巧的步骤了，干净即可。

用温水洗过头发，面部毛孔张
开，毛发趋软，方可修面。这一步
讲究“软”，剃刀刮过处要留“清风
拂面”之感。

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全仰仗
最后的“精剪”，就像画龙点睛的最
后一笔，好赖全靠这一步。粗齿木
梳持起，小剪刀张合，喀喀嚓嚓依
顾客脸型、头型剪来，是最为考究
刀工技法的。

老式剃发工具虽陋，技法却惊
人。而相对于技法，倾注的感情最
值得回味。

七年学徒熬成“匠”
匠人们是没有速成这个概念

的。讲究基本功，且习好每一门手
艺，都要靠拜师学艺。

虽然父亲也是剃头匠，潘平福
还是拜了师。这一从师，便是 7
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傅。”匠
人们尊师重技，并将一门手艺学到

极致。
当时潘平福14岁，他的师傅是

“跑码头”的赖寿仁。赖寿仁顺着
湖嘉锡航道去过上海，紧跟大城市
的潮流，烫发、剪发手艺远近闻名。

“从掏耳、滚眼珠、敲背这些基
本功练起。”潘平福将我们带回到
上世纪 50 年代，重现匠人们“扎马
步”的历史。

从管壁较厚实的芦苇秆儿到轻
薄易破的葱管儿，捅破了不知多少
根芦苇多少把细葱，到第 3 个月潘
平福才练就了这掏耳的功夫。小竹
棍一头绑上棉花，坚硬的挖耳勺伸
进耳朵轻盈快速挖出污垢，棉花头
一接一扫，顾客这脸上就绽开了花。

在潘平福的剃头台上，依然放
着掏耳的一整套物件儿。镊子、挖
耳勺、棉签棒等五六件合成一组掏
耳工具，哪个工具放哪个指头缝里
都分外讲究。

“滚眼珠”这项技术现在已很
难寻觅，小小圆头象牙签，在眼珠
子里咕噜咕噜一阵捯饬，就能疏通
眼部经络。这活靠的是快准、力
稳，手不能抖，练了几个月，潘平福
的“捉眼”活儿就不在话下了。

老底子，剃完头还有敲背这一
环节。为了练习敲背，潘平福找了
块木板，每天天不亮就对着木板一
阵狂敲。噼里啪啦又 3 个月，潘平
福为客户敲背时拳头啪啪作响，这
就算又学成了一道工序。

零碎的技术学完了，潘平福终

于拿上了剃刀，开始练习“摇刀”。
刀工是剃头匠的精髓，每天清晨，
潘平福都要练上一炷香工夫。右
手持刀，手臂端住，腕部用力，力道
均匀，练上 3 个月，悟性颇高的潘
平福将简单的“摇刀”琢磨出几种
不同的刀法。

到第 4 个年头，潘平福才开始
跟着师傅实践，帮顾客刮刮胡子、
掏掏耳朵做些零活。一直到第 7
个年头，赖寿仁才将所有的手艺传
给了潘平福。男发、女发、卷发、烫
发都难不倒他了，潘平福这才开始
独立门户。

“行行都有规”，剃头匠可不能
与师傅抢生意，即便在同一地方营
生，跟师傅的店面起码要相距 7 个
店面，这也算是敬师之道了。

茶馆剃头两相宜
昔日荻港有今夜月、遇园楼、

彩雲楼等大大小小 13 家茶馆，茶
楼内设有台子唱平弹和大书，也算
是“书茶合一”。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乘船经过荻港的人都喜欢上岸
来喝口茶，听场戏。

潘平福的这间茶馆，从民国初
开门至今已四易其主。剃头匠潘
平福从 1966 年盘下这个老店，陪
着老街度过了大半辈子。

60 年来，潘平福见证着由于
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种种变化，旧时
流行的西式头、香蕉头、半满头、柯
香头、长短波浪渐次被新的审美、
新的潮流所替代，老主顾们也从年
轻英俊的小伙儿成了白发苍苍的
老人。

百年来茶馆未衰，剃头台仍
在。他们像江南水乡中活着的文
物般，诉说着匠人们的手艺，倾听
着茶以载道、匠以修身的古朴。

难以想象，凌晨 3 时，茶馆开
张，老人们聚于此，喝杯茶，谈谈
心。到早上 7 时，茶客陆续退去，
剃头台开始忙碌。

不知从何时起，剃头与茶馆这
两个听起来并不搭调的营生竟一
起合作百年，可谓“匠茶合一”。当
旧的生活方式开始消亡，我们在挖
掘传统工匠的现代化之路时，下笔
之处还应有一群执着的老工匠，他
们以自己的姿态和选择生活着，秉
持的是精湛、独门的手艺。

有客相过旋煮茶 剃刀未老剪霜华

潘平福梳剪六十载

本报讯（记者 方力 通讯员 张
步善 唐志立）“工程质量一定要保
证，不能偷工减料。”在桐庐县合村乡
岭源村小茆坞道路拓宽施工现场，村
党委书记陈美英一边仔细查看，一边
交代工程队。陈美英告诉记者，这条
路通往林场，算是交通要道，如果不
拓宽，农户运送货物不方便。陈美
英消瘦干练，走路风风火火。

52 岁的陈美英在村主要负责
人的岗位上，一干就是 13 年。她带
领村民形成山核桃生产、加工、销售

“一条龙”，让原先贫穷的岭源村，一
跃成为合村乡第一个农民年人均收
入过万元的村。

陈美英是地道的农家女。1991
年，她进入岭源村两委班子工作，腿
勤的她，常常到村民家中走访，帮助
解决困难，逐渐在村民中树立起威
信 。 2001 年 ，她 主 持 村 里 工 作 ，

2002年正式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地处桐庐西北部的岭源村是个

典型的山区村，用陈美英的话来说，
这地方并不适合办厂。但村里却有
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由于气候和土
壤的原因，这里的山核桃皮薄仁脆。

考虑再三，陈美英决定创办一
家山核桃炒货厂。1997 年年底，岭
源村山核桃加工厂开工了。因为技
术不成熟，厂里炒出的第一批山核桃
全部报废。更糟糕的是，之后炒出
来的山核桃，依旧不是咸了就是淡
了。要强的陈美英不肯服输。她到
处拜师学艺，钻研技术，从外地请来
师傅⋯⋯终于，厂里炒制的山核桃越
来越香脆。她还积极参加展会，打响
岭源山核桃的牌子，企业扭亏为盈。

陈美英的最终目标是要带领村
民致富。她带领村民开垦山地，种
植山核桃，积极帮助村民解决资金、

技术等难题。这几年来，村里修了
19.1 公里的林道，为山核桃的运输
提供了便捷。

2007年，陈美英牵头成立了“岭
源山核桃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带动
农户508户，年销售山核桃350吨。如
今，全村种植山核桃的面积已达到
7000余亩。过去村民卖山核桃蒲，每
公斤只能卖3.4元，近年来平均每公
斤达到8元，最高时每公斤14元。

2004 年，原来的岭源村和周边
的小茆坞村、诸家村合并成现在的
岭源村。当时，诸家村是 3 个村里
自然条件、经济收益最好的。说起
三村合并，时任诸家村党支部书记
的余光根记忆犹新，“当时我们村条
件不错，根本不想合并。”余光根坦

言，当时很担心村里的发展。
三村合并后，余光根卸下了村支

书的职务。他一直默默关注着陈美
英，这些年村里的变化，让他心服口
服。“就拿诸家村来说吧，过去收成好
的时候，靠山核桃，农民每年能赚个三
五百元，收成不好的时候，一分钱也赚
不到。现在山核桃的收成，人均每年
至少有2000元。”余光根说，“村里有
这样的领头人，是大家的福气。”

近年来，在陈美英的带领下，村
民承包开垦荒山，发展多元化经济
林，新发展毛竹 1500 多亩、山核桃
3500 亩、桑园 500 亩、各种苗木基地
75 亩。陈美英还看准了新商机，村
里的旅游项目正在规划中，岭源村的
全新发展又在她心里开始酝酿⋯⋯

柔肩挑重担 致富领头雁
——记桐庐县合村乡岭源村党委书记陈美英

包璇漪

巴黎塞纳河上有一座著名的
“爱情桥”，来自世界各地的情侣，喜
欢在桥护栏上挂把同心锁，然后把
钥匙扔进塞纳河中。愿望是美好
的，但是桥却“扛不住”了。这两天，
巴黎市政府采取行动，把沉甸甸的
同心锁切割开，为桥梁减负。

欧洲人在桥上拴锁的传统始于
20世纪初，以挂同心锁来纪念战争
中阵亡的情人，但挂锁之风愈演愈
烈，竟致桥梁不堪重负。当地居民
多次呼吁禁止游客在桥上系锁来保
护景点，巴黎市政府也曾在官方网
站呼吁游客改用“电子爱情锁”，可
收效甚微，所以今次不得不“残忍”
地把锁割开了事。

同心锁，同心结，在中国渊源更
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
成。江头潮已平。”北宋林逋写过

《长相思》，情侣求同心，看来是古今
中外概莫能外的事。而如今在国内
各大景点出现的游人随意抛掷硬币
的“怪现象”，不知是否为西方许愿
池西风东渐的结果?

明晃晃的数量繁多的硬币，出
现在我们身边大小景点，日渐刺
眼。灵隐寺大雄宝殿前的石塔，雕
刻精美、造型古朴，值得好好欣赏一
番，可总有游人接二连三地往上抛

硬币，不知是祈求运气还是许愿，他
们抛得起劲且络绎不绝，直让人担
心年深日久会不会磕坏了古物。再
说六和塔后的六和泉池，是在古代
喷月泉的旧址上新辟的景观，六和
泉水与虎跑泉水同出一源，清澈甘
洌，加上红鱼游动，灵动精致，可池
底赫然堆上了各种硬币。笔者上月
去海宁盐官，一座古宅的照壁后，一
个小小的石雕鱼池里，也有游人投
掷的不少硬币。

这做法，出于从众心理，已经颇
像当年被诟病的“到此一游”陋习。
不独在浙江，今年“十一”长假期间，
济南大明湖里的王莲，好好的莲叶，
生生就被游人砸硬币砸成了筛子。
而洛阳白马寺许愿池，一天得捞四
次钱币。有碍观瞻不说，还污染水
质，池子里的游鱼和生物也受不
了。而上海豫园，得安排专人起硬
币，还有人质疑钱的去向。管理单
位声明，硬币被捞起后捐给了慈善
组织。

该管一管了。景点的管理单
位，该“出招”劝告游客，面对碧水清
池，投掷硬币既证明不了自己的好
运气，也不是祈福，还破坏环境和景
观。而游客也该管好自己的手，这
个小举动，说反映了你投机取巧的
心理也好，说带着铜臭气也好，总之
是不文明，该克制一下了。

硬币岂是池中物

正在建设中的浙江广丰农业长白岛对虾养殖基地，作为我省规模最大、技术最
先进的现代化对虾生态养殖基地，明年 2 月一期将投入运营。基地将设立院士工作
站，招收多名博士硕士加盟。 记者 林上军 摄

近日，杭州上城区南星街道玉皇山社区在八卦田公园内举办“弘扬法治精神，促进社
会和谐”系列活动，内容包含律师进社区、反邪教宣传、禁毒宣传等。 通讯员 袁晓婷 摄

本报象山 12 月 10 日电 （记者
吴晓鹏 县委报道组 陈光曙 俞莉）
时值冬日，在象山县新桥镇大白鹅养
殖基地里，一羽羽大白鹅在海塘里嬉
戏玩耍，画面甚是唯美。大白鹅一般
都是生活在淡水池塘里，象山的大白
鹅怎么会生活在海水池塘里？原来
是象山县成功探索出让鸭子上岸，让
白鹅下海的“水禽逆养”新模式，此举
既改善了水生态环境，又达到了水禽
生产的安全、稳定和高效。

象山是水禽养殖大县，年饲养
量 300 多万只。但由于水禽饲养规
模庞大，且集中饲养于水网地区，直
排河道的水禽粪便、污水对水环境
造成了严重污染。如何让水禽健康
成长，又不污染环境？象山农技人
员想到了“水禽逆养”新模式。

据象山县畜牧兽医总站站长陈
淑芳介绍，水禽岸养是“水禽逆养”
主要方式之一，即将原本养在河道、
池塘、水库里的鸭子、白鹅等“乔迁”
到陆地，利用小水池、喷淋等方法为
水禽提供饮水及梳理羽毛等用水，
并通过建立粪污处理系统，避免了
养殖粪污对水域水质造成污染。截
至目前，象山县已推广白鹅、蛋鸭岸
养 20 余万只。与传统饲养不同，这

一养殖方式不仅达到了改善水环境
目的，而且还有效地降低饲料消耗，
减少水禽发病、死亡情况，获得稳定
高产的生产性能。

与水禽岸养相比，让原本生活
在淡水河道里的白鹅下海，饲养难
度显然要大许多。一年前，象山县
开始在新桥镇大白鹅养殖基地尝试
海水饲养浙东大白鹅。经过一年的
饲养对比试验发现，肉鹅成活率、生
长速度和耗料量与淡水养殖基本一
致。不同的是，一般养殖塘里非常
容易滋生细菌，传统饲养的大白鹅
很容易生病，农户经常要对池塘进
行消毒预防。而海水本身就是“消
毒药”，不容易滋生细菌，大白鹅在
海水里洗澡上岸后，羽毛上带有的
海水盐渍，一定程度上预防了鹅身
上滋生细菌。因此，这种养殖模式
不但节省了养鹅的用药成本，也使
肉鹅更健康。

据估算，在新桥镇大白鹅养殖
基地现有的10亩海塘里，除了200多
只重达4公斤的大白鹅外，还混养着
400条海鲶鱼，此外还有1000公斤梭
子蟹以及小白虾。按照目前的市场
价来算，每亩效益至少 4 万元，远超
传统养鹅每亩2万元的平均效益。

象山“水禽逆养”环保增效

茶馆全貌

潘平福正在刮刀布上磨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