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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身记录故事·监管空白

没有专门的经营许可证，不属于医疗行为

文文身身归归谁谁来来管管 这这个个真真说说不不清清

葛延伸阅读

文文身身再再怎怎么么清清洗洗也也是是有有印印记记的的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在一些比较传统的文身
师眼中，文身的意义非同凡
响，它是与自己的身体相互
伴生的。“文上就是一辈子的
事情，”烈火堂的文身师刘晓明
说。但现在文身业的发展，好像
在与这些永恒渐去渐远，也进
入“快餐消费”的大潮。“越来越
先进的清洗技术，越来越多的
文身师，越来越多的可选择
性，给了他们吃后悔药的机
会。”傅海林说。

小秦已经是第二次来清洗自
己的文身了，这次她想让文身师
傅把自己前胸和上臂的男友名字
去掉。“当时文的时候怎么没想好
呢？清洗多可惜，再怎么清洗也是
有印记的。”文身师傅说。“其实我

知道他可能会离开我，我当
时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和他一
个交代，好像就是说‘你看我
都把你名字文到身上了，你
可千万不能离开我。’”小秦
自嘲地说。第一次清洗是因
为有一个图案自己不喜欢了，

“觉得自己很low，当时怎么会喜
欢那样的图案，出去被人笑话。”

“当客人来做文身时，我也
会建议他们为自己的图案寻找
一个意义，这样的话，他以后清
洗的几率就会小很多，因为有一
些承载的东西在里面。每一个文
身，都是文身师在顾客身上的作
品，不到万不得已，文身师都不
愿意将它清除。”清宗刺青的文
身师张培培说，作为业界少有的
女文身师，她同样将文身的永恒
性看得很重。

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管部门
和明确的行业标准，虽然从业人
员很多，但中国的文身业并没有
真正繁荣起来。

据了解，国外的文身店也流
行学徒制，但这种学徒制更像中
国早年间的事情。师傅可以不收
学费，但徒弟需要先打三年工，
才能确定要怎么带他。但中国现
在不是这样，交学费就可以学。

在中国，文身界没有“版权”
的概念，盗版现象严重。文身师
不是特别尊重别人的创作，只要
有图我就可以给你做。“虽然文
身师有自己的审美要求和设计
风格，但是当顾客强烈要求时，
文身师一般不会拒绝顾客的图
案选择。”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中
国文身师的原创作品很少，行业
推动力不足。

在在美美国国开开文文身身店店要要有有俩俩执执照照

葛他山之石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2013年，傅海林开始在国
外发展文身事业。“在美国开文
身店，需要有两个执照，一个是
房屋资质执照，一个是个人资
质执照。”

据了解，在美国，如果打算
开一家文身店，要先去市政府咨
询，查看这条街上有多少家文身
店。因为美国对各个行业有保护
措施，如果街上太多类似的店
面，一般不允许新的店面开设。
当确定了开店的街道和区域，个
人需要带着自己的房屋图纸去
申请执照，市政府会告诉你，这
个房子可不可以开文身店，如果
要开的话，需要改造什么地方。

“比如美国加州2013年十月份刚
出了一个规定，文身师的洗手池

和客人的洗手池要严格区分，文
身师的洗手池距离工作台不能
超过七米，热水龙头打开后，要
保证五分钟内长流不断。”

个人执照，文身师需要进
行基本的医疗知识培训，涉及
卫生、皮肤和血液等。“这样可
以保证你在为顾客文身时，能
够随时判断他的身体状况，做
出应急反应。”等这两个执照都
具备时，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会
有专门的回收公司，来对文身
用过的器具，如一次性针头、手
套等，进行专门的回收工作。

不仅如此，文身师还需要为
店内的顾客购买保险。如果顾客
在接受刺青的过程中发生意外，
可以由保险公司负责，与文身师
没有关系。这是对顾客和文身师
的双重保护。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从业者和店面
每年呈倍数增长

2001年，文身师傅海林在
济南创建了第一家文身馆“烈
火堂”，但还是个体经营。2002
年，烈火堂正式成立。2005年之
后，一家家文身馆如雨后春笋
般在济南出现。但由于济南的
工商营业执照上没有“文身”这
一门类，所以到目前为止，济南
到底有多少家文身店，没有准
确的官方数据。

据了解，由于中国文身店
大部分实行学徒制，每个文身
店都会收一批学徒，这些学徒
大部分都是美院毕业的学生。
在济南，学徒们每月交上学费
就可以跟着学艺，学费每月
3000-5000元不等，两三个月
就能出师，等学会基本操作，加
上自己的美术功底，剩下的就

是经验积累的问题了。学徒们
自己买点设备就可以开店，所
以，中国的文身店每年都在成
倍地增长。

“中国每年从各大美院
毕业的学生，光从事美术专
业的就是六七十万左右，但
这些人中，真正继续从事美
术创作的少之又少。文身对
美术生来说要容易一些，既
可以养家糊口，还可以与兴
趣相关。”傅海林介绍。

齐鲁晚报记者通过调查了
解到，目前济南市面上有文身
馆二百多家，从业者达数百人，
每年都在快速增长，但这些文
身店却只能打着别的名义来经
营，比如体绘、彩绘、工艺品等。

准入门槛低
打美容行业擦边球

“现在文身从业者群体很
壮大，但还没有明确的行业标
准，也没有专门的监管部门，只

能靠行业内自己发展，这导致
文身店的门槛很低，从业者的
素质也参差不齐。”巨匠刺青的
文身师栾华说。

记者从历下区工商局了解
到，文身在中国没有专门的经
营许可证，其经营范围也不在
工商局的监管范围内。“严格来
说，文身打了美容行业的擦边
球，应该属于医疗行为。”济南
市工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文身的相关器械与人的身
体直接接触，无论消毒还是皮
肤接触，都需要基本的医疗常
识。济南市卫生局的工作人员
介绍说，在2009年7月份，广东
省卫生厅曾经对“文身活动是
否属于医疗美容”向卫生部作
过请示。卫生部给予的批复是：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和《医疗美容项目（试行）》，文
身不纳入医疗美容项目管理。
据此，文身并不属于卫生部门
监管，但具体由哪个部门监管，
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

27日，本报C04版讲述了几名文身者的故事。其实，即便几年前，人们心里还有一种成见：只有“街上混”的人，才会文身，文身也就就有了一种“不好”的象
征意义。近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开放，人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越来越强，文身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但这一行行业仍处于监管空白。

文身师正在为顾客文身。见习记者 郭立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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