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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社区家事A14

17岁开始学手艺，41年的理发经验让陈林生的剃头铺子声名远播。 可剃头匠
作为正在消失的老行当，常让陈林生失落不已。“这种手动剃刀吧，现在会用的人
越来越少了，手艺失传了。”

58岁的老剃头匠坚守着渐行渐远的老行当，渐渐成了别人眼中有岁月的“故事”。
核心提示

�������帕金森病被称为中老年人的
“第三杀手”、“慢性癌症”。 主要
表现为患者动作缓慢、手脚或身
体的其它部分震颤、身体失去柔
软性、肌肉僵硬以及生活难以自
理，发展到后期往往导致卧床不
起，甚至危及生命。 三叉神经痛
也在中老年人群中高发，女性占
多数，一般于 40岁左右发病。 据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刀医
疗中心专家介绍，三叉神经痛病

情发作时一侧面部会像放电一
样剧烈疼痛，在发病时，说话、刷
牙或微风拂面时都会导致阵痛
难忍， 患者常因此不敢擦脸、进
食， 甚至连口水也不敢下咽，严
重影响患者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帕金森病和三叉神经痛的
治疗难度较大，长期以来，国内
对该病的治疗主要依赖药物和
传统手术治疗， 疗效均不够理
想。 自引进在欧美引起轰动的高

新技术———“细胞刀” 技术后，国
内治疗该病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作为国际
帕金森细胞刀协作中心，在湖南
首家引进了“细胞刀”高新技术，
从 2001 年 3 月至今， 已先后为
6000 余例帕金森病及三叉神经
痛患者施行了“细胞刀”手术，使
患者术后即刻消除了手脚僵直、
颤抖、疼痛等症状，达到了立竿
见影的治疗效果。

帕金森病、三叉神经痛折磨人“细胞刀”技术可解烦忧

健康咨询热线：（0731）88612387���������健康咨询 QQ：1256775011
就医网址：www.hnwj120.com
医院地址：长沙市枫林一路 222号（河西溁湾镇）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

相关链接

交通：乘 6、12、303、305、309、312、314、318、603、903路公交车在溁湾镇或高叶塘下车即到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原解放军 366 医院)位于长沙市河西岳
麓山脚下，是一所大型三级公立部队医院，百姓放心示范医院，湖
南省新农合及省市区医保定点单位。医院在 2001年首家引进美国
“细胞刀”系统，成立了“细胞刀医疗中心”、“国际帕金森细胞刀协
作中心”、“三叉神经痛权威诊疗基地”， 汇集了一批国内具备丰富
临床经验的医学权威专家为广大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他在长沙老街剃头四十年了 店里还有“镇店之宝”：80岁的脸盆架

请你一起寻找长沙老行当匠人

剃头修脸手艺精湛受好评

12月17日上午，长沙阳光甚好，陈林生
早早将铺子里打扫干净，按照规律，今天客
人会非常多。

果然，10点多的时候， 就涌进来几个老
主顾。“陈师傅，我来修修脸，又这么忙呀？”
在老式理发店内，来洗头剪头发修脸的人络
绎不绝，陈林生一边答应，却未停下手中的
动作。

只见他一手拿着梳子， 一手拿着推
子，身体稍微往后倾斜，十个手指一边梳
一边推，动作十分娴熟。稍微整理下，咨询
了顾客罗爹爹的意见后， 他再用剪刀修
剪；客人的头发变短，人也显得神清气爽。
“手艺还是那么好，精湛。”罗爹爹站起来
在镜子前瞅了瞅， 抖了抖身上的碎发，连
连称赞。

陈林生笑了笑，又开始给修脸的郑大爷
刮胡子。沾着肥皂液的小刷子，在大爷的下
巴处涂抹， 然后陈林生利索地挥舞起刮刀，
刀锋在脖子处轻快游走，看的人捏着一把冷
汗，陈林生却显得游刃有余。两分钟下来，之
前的胡茬被刮得干干净净， 郑大爷摸着下
巴，满意地出了铺门。

“十几年来我都是找他理头发， 特意从
河西过来的，这里是有故事的地方呢。”龚新
民是老顾客，看到记者到来，连连向记者推
荐他的“故事”。

陈林生17岁就开始学
习手艺，41年的理发经验
使他的剃头铺子声名远
播。“以前是去村里面给人
理发，每人一块八一年，每
十天去一趟。” 陈林生回
忆， 以前大家都叫自己剃
头匠，没有固定的场所，全

靠到农村、集市，走街串巷
招揽生意。为了方便，他都
是挑着担子， 一头挑着理
发用具及凳子， 另一头挑
着供洗头的热水及脸盆，
上门给客人理发、刮脸、修
胡子。“收了别人的钱，就
是种责任， 不管刮风下雨

都得出门。”陈林生回忆。
后来，长沙市街头巷尾

出现了理发店，他也寻了个
店面，开始有了固定的“营
业场所”。陈林生说，来店里
的大多是中老年人，而且都
是熟客，大家都是定期来找
自己修脸、刮胡子。

17岁学艺从业41年“酿名声”

除了手艺精湛，名声在
外，陈林生的“故事”还包括
他铺中的“古董”。

“看这铁转椅，可是上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高档
品。” 陈林生还向记者展示

了理发用的“老古董”———
洗脸盆架。

简单的花雕木架， 油漆
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只
有使用多年磨损出来的口
子。“是当时一位经常来这里

理发的女顾客送的， 是当年
她的嫁妆。”脸盆架有80多个
年头了，有人出500块钱想买
走，可陈林生没有同意，在他
看来这些老物件承载的怀
念，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老行当里藏着80岁“镇铺古董”

手艺面临失传

剃头匠作为正在消失的
老行当， 常常让陈林生失落
不已。“这种手动剃刀吧，现
在会用的人越来越少了，手
艺失传了。”以前陈林生每年
都会带一个徒弟 ， 可徒弟们
出师后都干了别的行业，他
便不愿意再带徒弟了。

“只要我还能动，就会把
这个一直干下去， 这么多年
了，很有感情了，不舍得。”陈
林生说再怀念也没用， 现在
美发行业发达， 剃头匠也是
落伍了，该退啦。

（王先生提供线索，奖励
30元）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邹莹

补鞋匠、修伞匠、补锅匠、
篾匠……生活巨变， 高楼淹
没了小院， 机器也替代了手
工。曾经牵系着老百姓日常生
活的匠人， 随着老行当的消
失，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手
艺精湛、承载历史感的匠人，
请拨打本报公众服务热线
96258，让我们在老行当消失
前记录下匠人们的声音笑
貌。 ■记者 李琪

互动

寻找长沙老匠人

12月17日，长沙市湘雅路十间头巷，58岁的老剃头匠陈林生一直坚守老行当。 记者 李琪 摄

一口陈旧的小木箱，老式的推子、剪刀、
毛刷、篦子、帆布条，组成了全套的老式理发
工具。

几十年前的剃头铺子，早已在市民的记
忆中淡出。 长沙市湘雅路十间头巷，58岁的
老剃头匠陈林生却一直在这里坚守着渐行
渐远的老行当，慢慢的就成了别人眼中有岁
月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