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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院 坝 里
老顾客等着老师傅

一大早，记者来到达城火车站附近，穿
过一条长长的胡同后，在一个类似于四合院
的安静的小区院坝里，见到了罗师傅。看到
记者，罗师傅赶紧迎了上来，随意在院坝内
找了一处坐的地方聊起了自己的手艺。

一个装有推子、剃刀、梳子、梳剪、吹
风、刀片的工具包，就是罗师傅的理发家
当。“包里的这些工具，是一个都不能少啊。
少了一样，我就无法工作。”罗师傅告诉记
者，虽然现在有了电剪和电吹风等现代工
具，但他还是更习惯用推子和剃刀。剃刀是
修面的专用工具，在现代美发店里，已经很
难见到了。

“罗师傅手艺不错，我们一家三代都是
找他理发，我们院子里的老年人几乎都是罗
师傅的老顾客。”抱着孙子的张大妈对记者
说，前几天她的孙子还是找罗师傅剃的胎
头。之后，张大妈还打趣地说，有时候他们
一家三代头发长长了，等都要等到罗师傅来
理发，如果罗师傅不来“按时”串门，他们
会打电话“预约”。

老顾客肖大爷告诉记者，现在的老人理
发还真是一个问题，城里面的年轻理发师嫌
为老人刮胡子不赚钱、不干净，大多不太愿
意为他们服务，而且价格也较贵，因此走村
串户的理发师傅罗通友就成了他们的期盼。

罗师傅说，他一般就为顾客做普通的理
发、掏耳、刮胡子，理一个发就是五六元钱。

手 艺 精
最多一天理发30人

对家住河市镇和达城火车站片区的老人
而言，坐在凳子上理发，感觉非常亲切，因
为他们和罗师傅的关系更像是朋友，而非简
单的生意。

罗师傅告诉记者，16岁那年，因为家庭
贫困，他跟随师傅学习了理发这门手艺，当
时这门手艺非常不错了，儿时的玩伴都非常
羡慕他。在当学徒的8年里，罗师傅天天跟
着老师下乡，每天4点多钟就得起床做饭，
过得非常辛苦。不过，经历了魔鬼式的训练
后，罗师傅终于练得了一手好手艺。24岁那
年，他出师了，开始了独自走街串巷的理发
生涯。“那个时候，理一个头是1角钱，当时
过趟河是1分钱，一斤猪肉是6角钱，所以，
当时在很多村民眼里，我俨然就是一个‘大
款’，当然，每当我从兜里掏出5元‘大钞’
时，我就感觉倍有面子。”罗师傅自豪地说，
因为自己手艺好，这52年来，他一天最多的
时候，理过30个头。但具体为多少人服务

过，他已记不清楚了，“恐怕至少有几万人。”
罗师傅一生都与理发这个行当分不开，

不仅自己是理发师，就连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也精通理发。不过，岁月的流逝让他感到无
奈，一些相熟的老顾客很久不来找他理发，
他总是惦记在心里。而往往在过了很久之
后，他听到消息：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天，下着大雨，一个陌生的电话号
码打了过来，我接通后，是铁山附近的一个
老大爷生病了，出行不便，需要我去给他理
发。”罗师傅说，挂掉电话，他毫不犹豫地打
伞出了门，因为在他心里，顾客永远是上
帝，为顾客服好务，是他的宗旨。

为 老 人
坚持走街串户52年

当年流行的发型，以现在的审美观点来
看早已变得“老土”，但是在罗师傅心中，不
变的是他和顾客对生活的执着和对往昔的记
忆。

罗师傅为什么能坚守这个行业52年？他
说：“我的老顾客离不开我啊！”

“现在的美发店越来越多，店的服务名
目也多，打个比方说，仅仅是洗个头最低就
要20元，再加上修面、理发，随随便便就要
五六十，我们农村人，肯定遭不住，所以在
城里去理发，远不如在理发摊上理发自在、
实惠。”今年已经60多岁的顾客赵大爷说，
不仅他喜欢找罗师傅理发，就连他的儿子和
孙子也是罗师傅的忠实顾客，因为罗师傅理
发，让他们找到了轻松和自在。

赵大爷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些人
家里贫困连吃个饭都成问题，理发就成了奢
侈消费。有时候，理了发，没有钱，甚至把
家里的鸡蛋或者麦子拿来当理发费，而碰到
这种情况，罗师傅也不会计较太多，照样收
下。

“那时候，村民们一般都不会考虑什么
发型，简单就行。如果实在要说发型，也是
中规中矩，男村民几乎都是理个平头，而女
村民基本上都是留辫子。理发的话，也
就是用肥皂水洗洗头，只要洗干净就
好，不像现在理发店整各种啫喱水或者
定型膏之类的。”罗师傅告诉记者，这
几十年来，他走街串巷惯了，一是放不
下自己的老顾客，另一方面是自己爱好
自由。

为了自己的那份坚持，罗师傅甚至
拒绝了在达城开美发店的儿子的邀请。
“我儿子在城里开了一家很大的美发
店，按理说，我应该去店里帮助他，但
是每次想到那些与老顾客的约定，以及
盼望着我前去为其理发的老年人，我心
里就很挣扎和纠结。”罗师傅说，鱼和
熊掌不能兼得，所以他还是选择了自己

的生活，只希望他儿子能理解他的那份心。

理 胎 头
只需要五分钟时间

罗师傅告诉记者，随着时代的变迁，现
在人们对审美的要求越来越高。发型也一
样，如今，人们到发廊里面也不仅仅是为了
剪头发，而是享受美发、护发、按摩等多层
次的服务。“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已经
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但是理发的基本功我
自信非常扎实。”罗师傅说，他擅长的不仅是
为老年人服务，对于给小孩子理胎头他也是
一把好手。

在达钢附近的一个生活区内，罗师傅就
给记者露了一手他理胎头的手艺。只见，罗
师傅先打来半盆清水、找来一条毛巾，然后
往孩子的头上抹了一滴洗发露，待孩子的头
发湿润后，他一边让孩子的母亲抱着孩子，
一边拿出自己的剃刀，轻轻地在孩子头上刮
着。时而旋转剃刀，时而后退两步，端详孩
子的神态，之后又让孩子换个姿势坐着或者
睡着，一边哄孩子，一边理发，仅短短五分
钟时间，一个漂亮的胎头就理好了。记者发
现，在理发的这个过程中，孩子没有哭一
声，并且从开始到结尾，孩子都很配合罗师
傅的节奏。

“理胎头是一个技术活，也很讲究，稍
微不注意，就会伤到孩子，所以需要特别细
心，当然，只要‘控制’住了孩子，一切就
变得非常轻松了。”罗师傅自豪地说，经过这
50多年的不断思索，不断改进，他对孩子有
自己的特殊方式，为此，不少达官贵人都曾
找他为自己的孩子理过胎头。

谈到自己的职业，罗师傅也有那么一丝
担心，他称，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愿意走街
串户的了，他担心一些偏僻的地方或者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以后理发会成为一个问题。谈
到这些，罗师傅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忧郁
……

一个人一个包 走村串户52载

七旬剃头匠 扮靓数万人

背着剃头的工具，悠长
的吆喝声，理发师傅走街串
巷的画面对都市的人们来
说只有怀旧电影里才有。然
而，现实生活中，这些游走
于城市边缘的理发师傅，有
哪些特别经历呢？近日，记
者随家住达川区河市镇的
罗通友师傅一起，体验了一
把他的别样理发生活……

“
□本报记者 汤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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