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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历经半个多世纪风云的剃刀，在78岁的陈红林手中，行云流水，干净利落。

理发店在杭州临安区新溪桥边，陈红林独自一人守店已有数十载。店里，一把老式铁质理

发椅锈迹斑斑，也没有高档的洗发水和护发素。但来这里的顾客并不介意它的老旧，因为，在

这里能体验到传统的剃头和修面手艺。

陈红林曾带过 3 个徒弟，但后来都转行了，用老陈的话说，“年轻人守不住寂寞”。如果能

再找个徒弟，他手上的修面手艺就有接班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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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新店啦，欢迎来看看。”2 月 28 日，“手语姐姐”

烘焙坊主理人吴静霞给钱江晚报记者发微信说，新店位于

杭州凯旋路上，已经开始试营业了。

吴静霞是听障人士，也是烘焙师，疫情期间，凭着一股

不服输的劲，努力经营着建国北路上的“手语姐姐”烘焙坊。

新店的名字叫“荷湾·暖咖”，隔壁就是一群智力障碍孩

子的港湾——“弯湾洗车行”。

咖啡杯套上印着手语手势
霞姐请听障好友参与管理

上午，记者来到新店时，霞姐正在忙碌。“下午有个活

动，要多备些咖啡。”霞姐打着手语说。

相较于建国北路上的老店，新店更大，也亮堂多了。吧

台上，一排崭新的机器和红色咖啡杯，透着一股精气神。咖

啡杯套上，印着表示“咖啡”“谢谢”等一些手语手势，很有特

色。

“建国北路那边的店面有点偏僻，再加上前期受疫情影

响，生意一般，所以我一直在寻觅新址。”

采荷街道在凯旋路有一片扶残创业的公益街区，霞姐和

街区管理方一拍即合，决定把新店开在这里。“原计划去年

12月底开业，因为自己生病，推迟到了现在。”

新店里，除了吧台及顾客休息区，还设有无障碍交流服

务中心的工作区，几位员工正在这里值班，“我们通过无障碍

设备进行远程连线，帮助听障人士就医、办业务等。”

霞姐说，在闸弄口还有一家新店，目前正在装修，近期将

和大家见面，“凯旋路的店主营咖啡、奶茶等饮品，闸弄口的

店主营烘焙。”霞姐专门请了一位听障人士来参与新店管理，

“她做的饼干和甜点都很棒，值得期待。”

当然，在凯旋路这家新店也能尝到各式各样的烘焙品，

“每天早上我们会送一批过来。”

2月28日这一天，新店卖出近40杯咖啡。“我们很有信

心，未来一定会更好的。”霞姐说。

隔壁就是弯湾洗车行
3月3日正式营业

“看到霞姐的新店很久前就装修好了，我们一直期待着

它早日开业。”

隔壁“弯湾洗车行”的指导老师过来串门，“和霞姐店里

的员工一样，我们洗车行里的孩子也是残疾人。大家以后

可以互帮互助，携手同行。”

“我在边上洗车，可以坐一下吗？”这时，有个年

轻男子进店问道。

霞姐第一时间上前迎客，并在一块荧光写

字板上写下：“欢迎，要喝点什么吗？”

男子一愣，马上就明白过来，接过笔写

下：“我要一杯美式。”

霞姐微笑着点点头，然后去制作美式

咖啡。

“有好多在弯湾洗车的司机，会来我

这里坐坐，喝杯咖啡。有人来喝咖啡，我也

会告诉他们，边上可以洗车，价格很优惠。”霞

姐开心地说，新店位置不错，特别是能和隔壁的

弯湾洗车行优势互补。

目前，新店处于试营业状态，将于 3 月 3 日正式对外营

业。霞姐说，欢迎大家光临。 本报记者 盛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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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刀在脸部行云流水
每刀角度力度都不同

临安区锦城街道横街村，建成200余年的新溪桥卧在南苕溪上，溪水

从古桥下缓缓流过，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和古桥一起守着时光的，还有陈红林的理发店——新溪桥头一间不

起眼的白色小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陈花 250 元向大队买下了桥头

的氨水池，盖了这座35平方米的小屋。

理发店没有店名，大家都叫它“桥头小店”。老陈 20 岁时拜师学艺。

握剃刀的姿势，下剃刀的力度，老陈学成后，又在家练了整整三年，免费给

亲戚理发修面。

这一干就是50多年。在老陈手中，老顾客的满头青丝变成了苍苍白发。

前天下午，老陈和记者聊着往事时，64 岁的顾客王海军走进店里。

老陈起身，两人相视一笑。

来这里的都是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客，每个人的理发修面需求老陈都

记在心里，无需多言。

刀过之处，干净利落。王海军摸了一圈光滑的面部，“还是你的老手

艺好啊！”78岁的老陈不输年轻时，依然手腕灵活，拿刀轻稳。

闲谈中得知，王海军的儿子也是理发师，但不会修面，所以他认准了

老陈。

曾收过三个徒弟
现如今都已转行

71 岁的马成海走进店里，见老陈在忙，便坐在门口靠墙的长条木椅

上等。这两把长条椅还是多年前村里集体看电影的椅子，忙的时候，长条

椅上坐满人，周围三个村的人都喜欢来这儿，其中不少人的满月头还是老

陈剃的。

看着老陈独自忙碌的身影，马成海笑道：“你再不带个徒弟帮帮你，这

门老手艺就可惜喽！”老陈听了，摇了摇头。

其实，老陈收过三个徒弟，其中一个是他儿子。传授手艺的同时，他

立下几个规矩，比如，剃头修面前不准喝酒，刀锋尖利容不得半点马虎。

可惜，两个徒弟几年后便离开了，后来都转行了。老陈的儿子在镇上

开了家理发店，干了8年，最终还是转行了。老陈叹了口气，“现在的年轻

人都用电动剃须刀，修面这门手艺赚不到钱，没人愿意学了。”

的确，如今留恋老陈手艺的大多是老年人。在老陈这里剃一个头只

要20元左右，修面根据难易程度，收5-7元。

后来，老陈没再收过徒弟，独自一人守着这家店。

老陈说，等到有一天自己拿不稳剃刀，就不做了。他的言语间透着一

丝惋惜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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