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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于悦

14把修脚钢刀
变着花样治脚病

14把样式不一的刀在面前
一字摆开，刘晓芹开始准备给顾
客修脚，她用的每一把刀都有不
同的名称和功能，“这把最大的
刀叫片刀，是修脚皮用的；这把
稍小的叫锛刀，是打薄趾甲用
的；还有剪指甲的平口刀、刮脚
缝的刮刀、刮老皮的柳叶刀、修
嵌甲用的条刀……”

一套钢制修脚刀具需要花
上千元专门定制，样式最多的有
21种。修脚刀刃都十分锋利，不
经过专业训练很容易划伤。刘晓
芹说，她刚开始学习时会拿肥
皂、筷子、土豆这些常见物品练
习，甚至直接用自己的脚做试
验。脚上的疾病细分起来有十多
种，常见的有灰指甲、甲沟炎、鸡
眼、脚垫等，每种脚病都需要不
同的刀法，施行修、削、剜、劈等
技巧，对症下刀，配合外敷药治
疗，从而解除患者一段时间内的
行动不便和痛苦。

因为是在脚指头上变着花
样“动刀”，这门技艺也被形象地
称作“肉上雕花”。刘晓芹说，修
脚在国内分三大派别，除了鲁

派，河北、江苏的也较为出名。
“咱山东的修脚技术与南方最大
的区别就是手法没那么花哨，比
较实际，比起基础的修脚更偏重
治疗脚疾脚痛。”

继承家族手艺
开办4家门店

早在1000多年前的甲骨文
中就有对于修治脚病的记载，古
代由于裹脚、缠足等陋习，加之
道路不够平坦，许多人年纪轻轻
就得了脚病。到了清代，由于达
官贵人多穿官靴，更是时常得脚
病，修脚也成为一门行业，“修脚
匠”从一开始的沿街游方，慢慢
被引进澡堂。

济南的浴池由来已久，从
1892年第一家浴池顺德池在济
南开业，浴池在济南维持了一个
多世纪。刘晓芹的曾祖父刘洪
贞、爷爷刘灿发都曾在济南最有
名的铭新池给顾客修脚，“爷爷
是中医出身，学会修脚术后两相
结合，治疗脚病更是拿手，后来
这门技术又传给了我的父亲。”

刘晓芹从小耳濡目染上一辈
的修脚技术，但直到2003年才真正
开始学习和从事这个行当，“考虑
到面子问题，女孩子做这行的比较
少。”她说，自己也是兜兜转转最终
选择了继承家族手艺，并最终爱上

了修脚这门功夫，如今她已在济南
陆续开办了4家门店。

多数修脚师超过40岁
希望能有年轻人加入

刘晓芹的修脚技术并没有
止步于家族传承，开店后她又四
处拜师学艺，归纳了一套较为规
范的修脚术，十几年来陆续收过
的徒弟也不在少数，“基本上每
个季度都有三四十个，来自全国
各地。”但最让她头疼的还是年
轻修脚师的匮乏。

老浴池关闭后，由于大多数
修脚师傅年龄较大，眼花力衰，
已经不能从事修脚服务。街上新
兴的足疗店大都只提供足浴和
按摩项目，能提供修脚服务的却
很少，大医院更是不提供修脚服
务。专业的修脚术渐渐断代，38
岁的刘晓芹算是修脚师中较年
轻的一个。

“修脚面向的人群很广，进
入的门槛并不高，但从事这行的
都是年纪大的人，许多年轻人追
求时髦体面的工作，不愿意沉下心
来做这个。”刘晓芹的徒弟们年龄
一般在40多岁，基本上学满三个月
就离开了，流动性很强。如今她最
期待的就是能有年轻人加入这个
行业，像自己一样下功夫钻研、
终身学习传统修脚术。

““肉肉上上雕雕花花””功功夫夫
她她家家已已传传承承四四代代
修脚师刘晓芹：专业的修脚术渐渐断代

协办：济南市历下区文化局

曾几何时，遍布大街小巷的浴池是老济南人放松的地
方，修脚师傅则是老浴池里必不可少的行当。济南有个非遗
项目叫刘派修脚技艺，传承人刘晓芹的曾祖父刘洪贞就曾
在济南铭新池做修脚师，历经四代传承，这项技艺已被传扬
至国内各地。

刘晓芹在店中为客人修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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