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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奶奶开始
玩呼啦圈时已经
80岁了，玩呼啦圈
是因为身体不太
好，“当时肺部动
了手术，稍微动一
动就气急，爬楼、
走路都有种喘不
上气的感觉。”沈
奶奶说，去医院看
了，医生说让她注
意锻炼身体，特别
要加强肺活量锻
炼，“我原来以为
做家务就是做运
动，反正都是活动
一下，出出汗，没
想到医生说做家
务不是体育锻炼，
要 多 做 体 育 运
动。”

因为沈奶奶
当时膝盖也不是
很好，于是儿子推
荐她试试呼啦圈，对场地要求小，看
起来也简单，也能循序渐进加强肺
活量。“我现在转呼啦圈，转一次基
本上都是40分钟起步。”沈奶奶说，
转呼啦圈8年，如今腰不疼，膝盖也
没毛病了，运动能力也有了提升。

现在的沈奶奶不仅能转呼啦
圈，还能跑步，甚至还可以双手挂在
机械上，双脚离地荡荡“人体”秋千。

“我现在的作息很有规律，早上五点
出门锻炼身体，下午搓麻将，晚上看
电视。”要是白天太忙了，或者有事
情要做，锻炼时间就转移到晚上，

“边看电视边转呼啦圈，一集电视连
续剧结束了，我就差不多了。”

千万别以为沈奶奶是玩呼啦圈
的“天选之女”，她也是一点点摸索，
找到窍门，才最终能让呼啦圈“长”
在自己的腰上。“一开始玩不来，转
一圈就落下来了。能转个两三圈，我
就开心得不得了，后来慢慢转起来
了，兴趣就来了。”沈奶奶绝对是天
生的乐观主义者，她还清晰地记得
大概转了一个月，有一次转了16圈，
呼啦圈都没掉下来，“我真是开心极
了，我终于转起来了！”沈奶奶说起
当时的情景，至今都笑靥如花。

大概练了一年时间，呼啦圈就
“长”在了沈奶奶的腰上，只有她不
想转了，否则呼啦圈就别想“下班”。
沈奶奶特别“凡尔赛”的说法是：呼
啦圈一次都没有意外掉下来过！要
问她转呼啦圈的窍门，听起来简单，
实践起来却难——— 腰动起来，脚不
要动！沈奶奶还推荐转呼啦圈的好
处：我的肚子小了很多，很多年轻人
都羡慕我，身体反而比年轻时候好，
都不太感冒了。 据《钱江晚报》

转呼啦圈转得停不下来，而
且极有节奏感，记者看得也停不
下来，默默数了一下，1分钟大概
能转100下。这位呼啦圈达人来自
浙江湖州，名叫沈芳南，今年已经
88岁。沈奶奶能保持这样的节奏
感，一次至少转40分钟，那就是能
转4000下左右。

第一家理发店只存活22天

早上9时，老李打开理发店店
门。

绕过黑虎泉，向东走进十亩
园小区，老李的理发店就窝在巷
子深处。门店上写着“长江发艺”，
普通得不会让路人多加留意。但是
附近小区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家
四川人开的大众化理发店。

1987年，15岁的李德勇从老家
四川来到济南，投奔他开理发店的
姐姐。“老家在农村，家里条件差，
所以就到济南来闯闯。”李德勇的
口音里还有一股四川味儿。

那时理发店个体户不多。李
德勇就在姐姐的理发店里当学
徒，并且认识了当时也在这里学理
发的袁春芳，也就是他现在的妻
子。“上世纪80年代，正赶上济南搞
建设，我舅舅大学毕业后分到济南
来工作。”袁春芳就和弟弟一同跟
到了济南。

当学徒的日子不好过。冬天，
没有热水器，只能烧蜂窝煤。夏
天，没有空调，T恤被汗液浸湿。
李德勇需要烧水、端水、洗头、扫
地，从早忙到晚，一个月赚150元
钱。虽然求艺心切，但只能等到半
年以后，李德勇才能上手学理发。

学理发的第一步先练基本
功。那时候天不亮，李德勇便到黑
虎泉，架起胳膊，拿着剪刀、梳子，
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光是站一天
就受不了，更何况还要理发，所以
必须要练习。”李德勇常常脸憋得
通红。

“刚开始，顾客害怕让我们理
发，只有老人愿意。”李德勇仍然
记得第一次理发的情形。刀子是
在牛皮上磨好的，很锋利。李德勇
给一个老大爷刮脸，不小心就在
老大爷脸上刮出一道口子。“老大
爷说，没事儿，小伙子，以后拿我
练习。”后来，老人成了李德勇的
常客，一直看着他手艺不断长进。

1992年，姐姐的理发店拆迁。
同年5月，李德勇就和袁春芳一起
合伙“自立门户”，在解放路一个
食堂旁边开了一家理发店。李德
勇一腔热血开的第一家理发店，
因为亏本，只存活了22天时间。之
后，李德勇在十亩园小区寻找好
位置，重新开店，用以维持生计。
2017年，因为拆违拆临，李德勇搬
到了现在的门店。

一把缠着绷带的老推子

干理发师30多年，一把电推
子跟了老李30多年。

现在，老李的理发店里有各
式各样的工具。虽然老推子几乎
不用了，但他还是放在了店里。

“比起现在的推子，它比较笨，但
是很顺手。”对于老李来说，老推
子就是老伙计。

没有花剪刀的年代，老李就
用直剪刀来打薄头发。从轮廓裁
剪，到层次衔接，再到纹理精修，
这是固定模式。但老李还是会根
据顾客的脸型、头型、发质去设
计，一点一点削着头发，老李手起
刀落，便能满足人们变换发型的
愿望。

对于男士来说，上世纪90年
代，平头、中分、冬菇头成为流行。
进入21世纪，“杀马特”等男士发
型更加多元化。对于女士来说，烫
发、染发，各种各样的时尚发型，
应有尽有。

“流行的发型就需要现学。”
老李用的最初的烫发工具是热毛
巾，后来换成烫发电热帽，再往后

又换过各种先进的机器。为了提
高技艺，老李就买光盘学习，或者
参加培训班。

老李没想到，当年烫过的大
波浪，现在又流行回来。

在老李看来，理发师入行门
槛不高，但是想“活得久”并不容
易。就像那把老推子，缠过绷带，
用过无数次，打磨过无数次。

一幅老顾客题的字

有顾客走近理发店，老李就
拉开店门，顾客一进入店里就能
看到挂在墙上的一幅字，上面题
着“长江发艺中心”。说起店名，老
李讲道，“我的四川老家在长江流
域，所以当时取名就叫了长江。”

一家理发店，为什么会有这
样一幅题字呢？这和一位老人有
关。二十多年前，老人住在文化东
路，经朋友介绍，他就到了长江理
发店。老李给老人理发有耐心，理
出来的发型板正。从那以后，老人
都在这里理发。出于信任，老人特
意给他题了这样一幅字。

老人生病后，腿脚不灵便，老
李就跟妻子轮流到老人家里给他
理发。老人年纪大了，又生病，他
们给老人理发就不想收钱。但老
人还是坚持给，甚至有些生气。老
李说，“老人很执着，说你服务了，
就得有报酬。”去年10月份，老人
去世。听到消息，老李夫妻就像失
去了一个亲人。

老李偶尔还是会想起自己刚
创业时的波折和艰难。刚开店的
那几年，老李没买上房子，吃喝拉
撒睡，还有工作，都在那个狭小的
理发店里。“我们年龄小，很多顾
客不信任，一天能来十个二十个
顾客。”三五年以后，顾客看到了
老李的手艺和实在，回头客越来
越多，顾客逐渐稳定下来。

当时十亩园只有老李的理发
店。1998年左右生意最好的那几
年，老李经营一家店，袁春芳独立
开了一家店，袁春芳的弟弟也开
着一家店，每家店都有七八个理
发师和学徒。到了每年“二月二”，
老李的生意火爆，他们就要从早

上忙到晚。
2017年，因为拆违拆临，李德

勇就搬到了现在的门店。店面有50
平方米，虽然深处巷子里，但是十
亩园还有周边小区的居民都会找
来。甚至有人从十亩园搬走了，还
会骑上电动车，回来找老李理发。

老李的理发店，人来人往，几
乎都是回头客。有人小时候来这
里理发，现在结婚生子带着孩子
来理发。老李眼看着，有顾客的头
发从黑到白，从茂盛到稀疏。

始终坚持不装修不办卡

老李的理发店，现在只有他
们夫妻俩和弟弟夫妻俩在工作。

三十年来，老李带过很多学
徒，很多人干着干着就走了。大多
数人转行了，只有少数人还留在
这个行业。老李说，“理发师看起
来很容易干，但是很辛苦。另外，
整天在这样一个枯燥的环境里，
很难留下年轻人。”

老李落下了一身职业病，但
这些年忙忙碌碌，他反而没有想
过转行。理发，让老李在济南娶
妻、生子、安家。

从黑虎泉到理发店的路，老
李走过了三十多年。从前，十亩园
小区还是一片平房。现在，周边逐
渐立起了高楼大厦。在店里忙的
时候，邻居还会给老李送上热腾
腾的饭菜。这里充满了热闹的市
井生活，沉淀着浓浓的人情。老李
喜欢上了泉城的山水，无论是饮
食习惯还是生活习惯都有了济南
味儿。

十亩园现在有五六家理发
店，有高端的，也有平价的。“如果
我们装修了，老百姓就会问是不
是要涨钱了。理发店虽然多了，但
是我们做我们的长江理发店就
好。”老李感受到压力，但他不装
修，不办卡，始终保持着现状。“真
心、实在、手艺保证，价格公道。”
是老李的生意经。

“任何年代，都有自己的潮
流，我们只要好好干，就不会被淘
汰。”老李相信，这是一个包容的
时代。李德勇用了30年的老推子。

李德勇在给顾客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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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的长江发艺理
发店开在济南黑虎泉
畔，十亩园小区里的一
条小巷子里。

门头没有炫彩的灯
光，店里不放动感的音
乐，但十亩园和周边小
区的人都认这家理发
店，大伙甚至在店面三
次搬迁后仍然“追随”。

李德勇是四川人，
从15岁就来到济南，当
学徒，开理发店，安家。30
多年来，理发店经风历
雨，人来人往。它制造潮
流，追随潮流，又在潮流
中“拖延”着自己本真的
模样。在城市理发店规
模化“扩张”时，它于时
代变迁中保持了富有人
情味的烟火生活底色。

沈奶奶玩呼啦圈转个不停。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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