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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

假期，徐铭泉的理发店依

然没有休息。

每天下午三点钟光

景 ，做 完 当 天 最 后 一 单

生 意 ，徐 铭 泉 就 会 脱 下

工 作 服 ，转 头 钻 入 理 发

大 厅 一 旁 的 翰 墨 斋 ，开

始 作 画 ——在嘉兴海盐

沈塘镇一条小街上，这家

小小的新艺理发店已经开

了十余年，大家都知道店

主徐铭泉的“怪脾气”。

客人们非但不怪，还

要竖起大拇指点赞，“老徐

画得是真好”“被理发耽误

的画家”“必须叫一声老

师”⋯⋯一些来理发的客

户还会买走徐铭泉的画，

最贵的一幅《世外桃源图》

卖了500元。

林大姐说，年轻的时候为了赚钱

养家，做过各种各样的活儿，其间还在

玉环当地一家绣花厂干过。“当时就发

现自己对绣花这门手艺特别感兴趣。”

大约 10 年前，林大姐萌生了一个想

法，她想尝试以个人之力绣出一幅大

一点的十字绣作品。在经过一番挑选

后，她最终敲定了《清明上河图》。

得知了林大姐的“野心”，身边好

友也都非常支持她。有朋友为她送来

18米长、1米宽的巨型刺绣布料，还有

朋友为她提供了清晰的《清明上河图》

的参照画册，更有朋友为她张罗了一

批上好的棉线供她绣制⋯⋯在大家的

鼓励和祝福中，林大姐开启了漫长的

绣画之旅。

“其实最难的事情在于如何将书

本上的图按照准确比例还原到布料

上。”林大姐说，自己最煎熬的过程就

是戴着老花眼镜，然后在布料上数格

子，精确到每个图画细节落到相应的

格子上，再用特殊的记号笔画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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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艺理发店的店门古旧，留着年代的印记，内部装饰如同上

世纪九十年代，散发着怀旧味道。

记者抵达这里时，徐铭泉正在给一位姑娘剪头发。

“剪头发很便宜的，顾客很多都是镇上的人，十几块二十块

一个，所以店里客人蛮多的。”虽然客流不断，徐铭泉依旧会在下

午三点准时关门。剩下的时间，徐铭泉全都投在翰墨斋画室。

翰墨斋，是徐铭泉自己取的名字，“翰墨是古人的笔墨，斋是

古时的房子。”颇具诗意的画室名，也代表了徐铭泉的精神追求

——渴望找到一片自在天地，任意挥毫泼墨。

在画室里，徐铭泉常常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会有客

户指定要画什么类型，任务紧，就会熬夜加班。”

画室有一张桌子和几个高柜，桌子上是国画的颜料和画笔，

高柜里存放了徐铭泉的绘画证书。例如“《海盐县纪念中国改革

开放 40 周年比赛作品展》入选”“2017 年海盐县首届美术作品

赛三等奖”等。这些证书被整齐归纳在一个小铁盒里，铁盒放在

高柜最上面的格子里。

徐铭泉今年 65 岁，和画画结缘，还是在孩童时期。上世纪

七十年代，他初中毕业，进理发店做学徒，一边学剃头，一边自学

画画。6 年后，徐铭泉考进了县里的地毯厂，成了美工，总算是

和爱好沾边了。可时代变迁太快，本世纪初，地毯厂倒闭，徐铭

泉下岗，只好又回到沈荡镇重操旧业——剃头。不过，只要有

空，他就会执笔作画。

“苦练，多学，多看，自然能悟出来。”徐铭泉笑着说，绘画的

技艺需要与时俱进。现在看几年前的画，会觉得自己有很多不

足，“不断推翻不断重建，才能越画越好。”

徐铭泉打开最近的得意之作《世外桃源图》，这是他想象中

的世外桃源模样——有山有水，住在这里的人们能够不受打扰

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种“君子和而不同”的氛围跃然纸上，

“我就想住在这样的地方。”

画这一幅画，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被买家用500元买走。

徐铭泉开心，“这是一种认可，比收到理发钱更开心。”徐铭

泉其他的画也能卖200~500元不等，有时，客户来理发，顺便买

一张；有时，一些闻名而来的顾客，会特意来理发店求画。

“我可不是为了卖钱才画的，就算没有人买，我也会画，原动

力是爱好。”徐铭泉说，没打算关店全职画画，更多的是将绘画当

作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绘画出名后，客人们明显对徐铭泉

更尊重了，“有时候会叫我画家，怪不好意思的。”

如今，这个小镇剃头师傅最大的愿望就是出一本画册，在镇文

化站或者县里办一场个人画展，圆自己的梦：“画画，是自由的。”

林大姐进行十字绣林大姐进行十字绣林大姐进行十字绣

海盐小镇上，古朴理发店里藏着一间书画室

65岁的徐铭泉：
剃头是生活
画画是爱好

台州玉环大姐这幅十字绣用掉2万多元棉线

耗时10年
一针一线
绣出18米《清明上河图》

这几天，台州玉环市坎

门镇的林大姐心情格外激

动，因为一幅饱含了她心血

的“鸿篇巨制”终于完工了。

这是一幅 18 米长、1 米

宽的《清明上河图》十字绣作

品。画布上共有人物 114

个、牲口 83 只、船 29 艘、房

屋30余栋、马车13辆、轿子

8 顶、桥 17 座、树 180 棵，画

面轮廓分明、栩栩如生。完

成这幅大作，林大姐前后共

花费了10年时间。

“画好记号后我得抓紧时间绣

上去，因为这种笔的墨水是特

制的，过了半天，颜色就会退去

看不到了。”

林大姐告诉记者，做这件

事情除了需要非常大的毅力，

也需要非常仔细和安静。好在

林大姐的爱人非常勤快，日常

家里的琐事都会承担，这才给

林大姐腾出足够多的时间和足

够安静的空间。

林大姐回忆，自己平均每

天要花三四个小时来绣这幅作

品。“但我也没有被这幅作品吸

走生活的乐趣。为了保护眼

睛，只在白天绣几个小时，晚上

是从来不绣的，该出去和姐妹

们跳广场舞就去跳，想出去旅

游几天也都说走就走。”丰富多

彩的生活也帮林大姐冲淡了繁

重刺绣工作的枯燥感。

为了让作品精准且高质，

除了精准计算放大比例和准确

还原外，林大姐还坚持使用上

等棉线。“整个成本估算下来，

光买上好棉线就花了 2 万多元

钱了。”

绣完最后一针时，林大姐

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这种感

觉就好像养在深闺 10 年的女

儿终于长成了，终于可以给大

家展示她的美了。”事实上也是

如此，当林大姐对外展示了自

己的这幅作品时，现场观众无

不啧啧称赞。

至于这幅巨作的后续处

理，林大姐表示，画作很重，十

来斤都不止，她希望有缘人能

相中，可以珍藏这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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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十字绣作品

徐铭泉作画中徐铭泉作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