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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至60年代
皂角洗头 猪油抹头

“我们那个年代，哪里有化妆这个概念
哦。”年逾七旬的张奶奶翻开家中的相册，
看着其中的黑白照片，似乎又回到了那个
物质匮乏的年代。

上世纪50年代，居民消费都还停留在
“食果腹，衣蔽体”，尤其孩子较多的家庭，为
了让孩子有饭吃，有衣穿，已经要耗费父母
们的全部心力，美容化妆，似乎只是一个遥
不可及的词语。“别说化妆品、护肤品，我们
那时候连洗发水、沐浴露都没有。家里面只
有一块肥皂，全家人都要靠这个洗头、洗澡、
洗衣服。更多时候，肥皂也没有，家里面就
会花几毛钱买上一大包皂角，架起柴火煮上
十几分钟，再碾碎泡水，最后把皂角过滤出
去，只留下水。我们那时候的‘洗发水’就这
样做出来了。”张奶奶告诉记者，用肥皂洗完
头，头发会很干燥，有时候还会打结，要用梳
子狠狠拉扯，用皂角水头发会滋润很多，也
算是50年代特有的美发技巧。“有一些讲究
的女生，还会在头发上抹一点菜籽油或者猪
油，抹了之后头发会又黑又亮，像打了‘摩丝
’一样。不过我们家里穷，我倒是没试过。”
张奶奶有些遗憾地说。

60年代初期，张奶奶参加工作，在茶叶
厂挑选茶叶，她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参工时
工资是 8 块 1 一个月，后面涨到 15 块一个
月。微薄的工资让张奶奶负担不起滋润皮
肤的奢侈品，在寒冬的工作中，张奶奶的手
被冻出冻疮，她只能去买白萝卜煮热了烫
冻疮。同样因为工资少，进照相馆也是一
样奢侈的事，一年到头也不过去一两次，张
奶奶对当时留存的这些黑白照片很是宝
贝。她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道：“这张照片
大概是1965年照的，当时买了新衣服就和
工友去照相。照相馆会提供小梳子，我们
把头发梳整齐，编成小辫用红毛线扎起来，
再别上黑钢夹，就可以去照相了。”

那个时代人人都是“灰头土脸”，穿着
朴素，不施粉黛，梳着同样的发型，千人一
面的居民心中，最大的愿望都是吃饱穿暖。

70年代至80年代
雪花膏与化妆品

“幺儿，来擦点香香。”在陈女士的童年
记忆中，这句话在寒冬中时常出现。上世
纪7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逐渐高了起来，居
民家中也会购入一些护肤品在冬天滋润皮
肤。但不同于现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品牌，
70年代冬日的“擦脸油”种类屈指可数。陈
女士家中用的就是友谊牌雪花膏，有些同
学家中用的是更物美价廉的蚌壳油，用蚌
壳作为包装，里面盛着凡士林类油性很大
的护肤油，外面贴着“蛤蜊油”三个大字，人
们对美容的理解就局限在这些护肤品。

在寒冷干燥的冬天，挑一点雪花膏涂
抹在脸上，在脸上很快就化开，风刮在脸上
不再有刀割般的疼痛，这是属于陈女士的
时代记忆。“那个时候雪花膏也不便宜，所
以也只有在冬天我们家才会省着用一点。
其他人蛤蜊油用得更多些，但是那个油性
很大，我有一个同学用它来擦手，结果一不
小心弄得衣服上到处都是，听说回家后被
她妈妈狠狠打了一顿。”陈女士笑着说。

时间缓缓步入80年代中期，那时候，皂
角水和肥皂洗头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
代之的是洗发膏和洗发精、护发素。“我们家
最开始用的海鸥洗发膏，里面是膏状，比我
妈妈当年用肥皂洗头方便多了，现在家里都
还有当时留下的一个盒子。再后来我上中
专的时候，用上了洗发精和护发素，应该是
当时最流行的蜂花牌的，用红瓶的洗发精洗
完头再抹一点黄瓶的护发素，头发就会顺滑
很多。”在陈女士上中专期间，年轻时髦的女
孩化妆台上，已经悄悄多了诸如眉笔、口红、
粉底等化妆品。到了学校有活动要跳舞的
时候，校园里就能见到不少打扮得“姹紫嫣
红”的少女。“不知道是化妆品还是审美的问
题，那时候化的妆都是小脸刷得雪白，脸颊
和嘴巴却擦得‘飞红’，现在想起来觉得还是
有点好笑。”不过以现在的眼光觉得好笑的
妆容，也是当年的潮流。

90年代-2010年代
从港台风到日韩风

上世纪90年代初，一股港台之风悄悄席
卷全国，靓丽的港台明星妆容、发型都成了年
轻女孩新一代的模仿对象。现年49年的彭
女士年轻时就颇爱这些港台明星。“我学生时
代也留着一头长发，剪一个齐刘海，再戴一个
碎花发带，都是模仿当时的港台明星。”

而在这股潮流中，让“烫头”这个词成
为不少年轻时髦女孩的选择。达城的大街
小巷中，一家家发廊应运而生，不少人前往
广州等沿海城市学习更为先进时尚的理发
技术，学成归来后将“广东”二字打在招牌

里，作为揽客的手段。靓丽的年轻女孩们
则走进这些发廊，烫出自己想要的港台女
星“大波浪”长卷发。

在千禧年过后，港台风渐退，时尚代表
成了日韩风。日韩明星打扮大胆前卫，发
型也不拘一格。现在被称为“杀马特”的发
型在当年却是一股潮流，不管男男女女，都
将刘海拉直，头顶的头发用锡纸烫成刺猬
状，再染上大胆的色彩。“我当年可不年轻
了，没赶这股潮流。”彭女士笑着说，“不过
那时候的美发店项目的确多了很多，像染
发、焗发、护理都是那时候出现的。”

除了美发店，90年代末期，美容院也出
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满足了更多女性的美
的追求。不过美容院常客彭女士却表示，
90年代的美容院提供的项目都比较少，用
的产品也不太正规，几瓶按摩膏、一瓶润肤
乳，就可以挂起美容院的招牌。随着发展，
现在的美容院才更符合她的期待。

2010年至今
一人千面 随心搭配

“平时上班的话，我会画一个简单的淡
妆。要是出去约会，会更精致一点。晚上每
天都要进行护肤，平时还会吃一些VC美白类
产品。”谈到美容化妆，现年24岁的小赵头头
是道，细数家里的化妆品与肤护品，防晒霜、
隔离霜、粉底液、眼影、腮红、口红、眉笔，护肤
用的面膜、面霜、眼霜……“太多啦，我都快记
不住了。”小赵说道，“其实家里已经有很多
了，但是我总忍不住买新款，感觉一辈子都用
不完了，我每个月的工资就是这么没有的。”

正如小赵所说，在现在这个年代，许多年
轻女孩把大把金钱投在了“美丽事业”上。在
庞大市场的推动下，美容、美发、整容等行业蓬
勃发展，有了更多纹眉、美甲、种睫毛等新奇的
美容项目。女性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随意
更换妆容、发型，秀出自己最美的一面。

从雪花膏都是奢侈品，到美容项目“飞”
入寻常百姓家，追求美丽的脚步，同样也是
时代发展的见证。 □本报记者 刘继霞

见证女性“美丽事业”

从“灰头土脸”到“精致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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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达州闪亮的足迹回望达州闪亮的足迹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从古至今，女性
在追求美丽的道路上从未停下过脚步。回
首新中国成立70载，发生变化的不止是一
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也发生在女性的
面容打扮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街头未经
修饰灰头土脸的麻花辫，到80年代兴起的
柳叶眉、大波浪，再到21世纪琳琅满目的
化妆品、护肤品，女性在“美丽事业”中下的
功夫，同样也折射出新中国成立70年发生
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