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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山芳华园有位收藏达人，搜集美容美发老物件“成瘾”

自辟藏宝阁，办起“博物馆”
文/片 本报记者 齐金钊

理发主题博物馆，见过吗？从民国时期的剃刀到最早的机械推子，从民国大
上海家庭工业社的各种胭脂水粉，到老烟台曾赫赫有名的罗锅香皂……各种见
证理发行业发展的老物件都被他作为心爱之物收藏门下。如今，眼看这些“宝贝”
就要堆满一屋子，理发师陈立丰戏称“可以办个小型理发主题博物馆了”。

理发店里藏了一间藏宝阁

7月22日，在莱山区芳华园
一家名叫尼可造型的理发店
里，记者见到了这位收藏达人
陈立丰。

和别的理发店贴满各种
发型海报不同，一进理发大
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中央
上方挂着的几个老旧相框，相
框里镶嵌着的都是理发的经
营许可执照，最早的可以追溯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你先随便看看，好东西
都在楼上呢！”正忙着给顾客
理发的陈立丰告诉记者，他收
藏理发用品和老化妆品有年
头了，最近他刚整理了一下，
专门在二楼准备了一个房间

存放这些“老物件”。
给顾客理完发，陈立丰带

着记者上了二楼，推门进入“藏
宝阁”，眼前的情形让记者吃了
一惊。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被各
种“宝贝”塞得满满当当：地上摆
了几百个瓶瓶罐罐，全是各个
时期的化妆日用品；墙上贴满
了各个时期化妆品的广告海
报；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把“爷
爷辈”的老式理发椅，椅子旁摆
着一个民国时期的梳妆盒。

摆在地上的几百个瓶瓶
罐罐涵盖了香粉、牙粉、雪花
膏、墨粉及日用洗化等十几个
类型，品牌从烟台本土的罗锅
香皂到大上海的家庭工业社

无敌系列都一一在列，年份跨
度则从民国时期一直到20世
纪八九十年代。

“光这些瓶瓶罐罐，大概就
有500多件！”看着满满一屋子

“宝贝”，陈立丰有些得意地告诉
记者，他收集这些东西已有七
八年了，刚开始是自己留意，从
古玩市场上淘，后来又陆续通
过网络从各地网友那里搜集。

陈立丰说，这些老物件有
雪花膏类、胭脂香粉类、香水
花露水类、牙粉牙膏类、香皂
类、美发工具类、梳妆工具类、
票证广告类和侵华罪证类，几
乎是对百年美容美发史的一
个回顾。

几十把工具见证行业历史
陈立丰今年34岁，做理发

师有10年时间。10年时间除了
让他的理发技巧更加纯熟外，
也让他对这一行有了更深的
认识与感情。“接触多了，就对
这些东西有了感情，后来就慢
慢开始收藏。”陈立丰说，他以
前有收集邮票的习惯，后来成
为理发师后，接触到很多化妆
品和理发用品，也接触到很多
散落在市面上的老物件，“很
有历史的味道”，便开始零星
地收集，后来越攒越多，成了
现在这个规模。

除了琳琅满目的各种瓶
瓶罐罐，不同时期的理发工具

也是陈立丰收藏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你看，这是最早的推子，
要操作它必须得两只手并用
才行。”陈立丰拿着一个大家
伙向记者展示，跟如今的小巧
推子不同，陈立丰手上的这个

“爷爷辈”推子个头很大，近30

厘米长，显得很笨重，有点像
老虎钳子。

记者注意到，陈立丰收集
的理发工具按年代不同摆了
一大堆，从最初的剃刀到后来
的机械手推，再到现在的电动
推子。“民国时期，美容美发行
业就开始形成规模，到现在差

不多发展了一百年。理发工具
的改变，其实折射了理发行业
百年的变迁。”通过收藏这些
老物件，陈立丰对理发行业的
历史脉络了如指掌。

“民国以前，男人都留辫
子，一般不理发，都是用剃刀
剃头。民国以后，西方的发型
开始流行到中国来，理发行业
从那时起便开始红火起来。”
说话间，陈立丰又拿出一摞民
国时期的一套卡片展示给记
者。这套卡片共有20张，上面
绘有民国时期的20种流行的
女士发型，许多至今看上去仍
然新潮靓丽。

“这个罗锅香皂是咱老烟
台产的，算得上国产香皂的老
祖宗了。”在众多宝贝中，陈立
丰格外喜欢一个绿色小盒装
的罗锅香皂。他向记者介绍，
这块香皂是民国时期在烟台
产的，在当时是国内响当当的
名牌产品。

记者了解到，罗锅香皂由
老烟台沅丰泰皂庄研制，首创
于1920年，陈立丰手里收藏的
这块香皂的制造年份应该在
1922年左右，此时的罗锅香皂
刚刚获得全国农商部最优等
产品称号。

这块香皂共有两层包装，
外盒包装上印有“源成泰自制
罗锅王香皂”字样，内层软纸
包装上贴有珍贵的印花税票。
在两层包装中间，还附带了一
份由当时农商部颁发的“最优
等产品”奖凭。奖凭全文200余
字，并附有农商会长和工商司
长的印章。香皂一面是俄文，
另一面是中文“国货香皂”。

虽然自称没上过几年学，
但陈立丰谈起眼前这块小小
的香皂头头是道。他说，他得
到这块珍贵的香皂后，专门查
询了很多相关资料，得知这个

罗锅香皂品牌在中国轻工业
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见证了中国香皂的生产历史
和兴衰荣辱。虽然这块香皂的
年龄已有90岁，但凑近皂体，
依然可以闻到淡淡的香气。

那个年代很长一段时间
内，落后的中国轻工业是产不
了香皂的。后来，罗锅香皂在

“国货精品”中脱颖而出，获得
全国农商部最优等产品称号，
举国皆知，而且出口到多个国
家，成为中国当时轻工业的骄
傲。当时很多名流人士和电影
明星都喜欢用罗锅香皂。

已有90岁“高龄”还有香味

陈立丰说，这些宝贝以前都
是私下里的收藏，从没向外人展
示过，这次是整理成展览室后第
一次见光。

“亲人和朋友刚开始都不太理
解我，但我感觉这个挺有意义的。”
谈到收藏感受，陈立丰说，周围的人
一开始时都觉得他是在“瞎折腾”，
但随着藏品渐成规模，很多人已经
转变了看法，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我现在经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我
就是一个‘怀旧帝’。”

“希望能收集一套剃头挑子，
等年纪大了，就挑着上街，用最传
统的技法给大家理发。”陈立丰说，
如今科技虽然进步了，有很多先进
的美容美发器械，但不能因为这样，
就把最基本的手艺给忽略了。以前
的理发工具虽然简单，但好的理发
师总能给人理出漂亮的发型，以前
的手艺如果因为时代的进步而失
传就太可惜了。“我希望自己能把百
年美容美发发展过程中的好技巧
传承下去。”

“希望用传统技法给大家理发”

①在陈立丰的“藏宝阁”
里，各个时期的美容美发用品
摆了一地。

②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
把“爷爷辈”的老式理发椅。

③陈立丰收集的部分剃
刀和理发推子。

④20张卡片展示了民国
时期最流行的几种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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