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理发业

理发（北海人叫“挥发”．），是男人头发过不多久就需整理一次的事。北海

理发业的兴起，约始于民国初年。在清代，中国的男人都留长辫子。辛亥革命后，

男人都必须把辫子剪掉，从此，男人头部的“装修”，也开始了一场“改朝换代”

的革命，理发业由此应运而生。

当时男人理发的发式主要有西装、陆军装、平头装、鹰装、光头装等多种，

理发师根据每位顾客的要求，利用手动理发剪、剪刀或剃刀去完成，这是整个理

发的第一道工序。

理发的第二道工序是剃面。顾客斜躺在理发椅上闭目养神，理发师则手拿锋

利的剃刀，把顾客面部（包括耳朵在内）的每一根茸毛全都刮掉，而且动作非常

轻快，使顾客感到舒服而有一种享受感。

第三道工序是挖耳屎。理发师先用一把微型的小剃刀轻放入外耳孔，剃掉耳

孔中的“茸毛”，然后分别用“耳挖”和“耳夹”深入耳孔内取“耳屎”。最后用

一微型小绒毛扫插入耳孔内轻轻左右旋转，把耳腔清理干净。这一系列的服务过

程，理发师特别小心，手的动作非常轻巧，同样给顾客一种舒适感。

一些理西装的顾客洗过头后，由理发师手提一炭筒（一种燃烧木炭取热气的

简易装置）给顾客烘干头发，然后上发腊，最后用梳子梳出几道波浪式的发型，

使顾客理过的头不但香气四溢，而且满头光鲜，使人有“面目一新”之美感。

解放前北海较大的理发店有大光明、大金星两店，各店均可同时为十余人理

发。理发椅都是可转动的铁椅。理发师均穿白衫裤，显得卫生干净。在炎热的夏

天，店内还安装几块长约 1.5 米，宽约 0.5 米的“吊扇叶”，用绳子把它们串起

来，由一专职工人不停地拉动扇叶，使店内空气流动而生风，以此降低室内温度。

这是北海当时最高档的两间理发店。

其余较低档的理发店则设在各街头巷尾。一些个体流动理发师，则手提小木



箱，里面装着理发工具，穿街过巷或往来于乡间，要理发的人从家里拿一张凳子

在门前一坐，便可享受到上门服务的乐趣。

由于理发这一行业与人们的生活较为密切，因而产生了如“险过剃头”（一

些人对遇到险事的形容），“剃须留鼻毛”（指一些人做事别出心裁），“这个人的

头真难剃”（形容不易打交道的人）等民间俗语。

现在的理发业使用的工具和设备，几乎全是电气化了，服务内容也一应俱全，

为男女士的头部装扮得更多姿多彩。但老北海往往在茶余饭后回忆起昔日理发业

中的一些情景，还是很有趣味的。

昔日设于街边的“大排档”式的理发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