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手记

老老琐言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

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 '$$("&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 ! ! !“老唐，
今天身体怎么
样？我来给你剪头发
啦。”每隔两三个礼拜，家
住奉贤区金汇镇白沙东苑的唐
德明家就会迎来一位常客———!"

岁的郭裕先。老郭一进门，熟练地拿出
电推刀等理发工具，给唐老伯围好围
布，轻轻抬起他的头，头下垫一块毛巾，
#$分钟，就给唐德明理好了一个清爽的
板寸头。唐德明瘫痪在床，没法“招待”
老郭，只能请老郭坐下休息一会，但老
郭凳子没坐热，又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到
其他人家去了。

从给学校学生理发，到上门义务理
发，在金汇镇，老老少少都认识这位热
心肠的“剃头老师”。从青年到暮年，半
个世纪的岁月流逝没有抹去他服务的
热情。%$年，&万多人接受过他的服务。
“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只要我走得动，
会一直坚持下去！”郭裕先说。

从%语文老师&到%剃头老师&

上世纪 '$年代，理发师不多，特别
在农村，人们想不到去刻意护理头发。
当时 #!岁的郭裕先，是齐贤镇行前小
学的一名语文老师，细心的他发现，许
多学生常年累月不理发，头发里长出了
虱子。“要不，我来帮孩子们理发吧。”郭
裕先自掏腰包购置了理发工具等，说干
就干。

刚开始是“赶鸭子上架”。郭老师没
经验，剪不好，便拿亲戚“练手”，剪得七
高八低，有的还剪秃了头。他便跑到镇
上的理发店观摩，如“三毛学生意”一
般，一步步学如何剪发型、刮胡子。经过
一个月“偷师”，郭裕先慢慢上手了。

从此，教学之外，义务理发成了郭
裕先最大的乐趣。每天午饭后，郭老师
的办公室里格外热闹，四五个学生排排
站，享受郭老师的理发技艺。看到孩子
们清爽的发型，家长们还以为是学校集
中组织的理发，得知缘由后，都感激他
的义举。每年暑假，即便是冒着三伏的
酷热，郭老师也要帮返校的大部分学生
理发，全校 (!' 名学生，几乎都要理个
遍。

渐渐地，郭老师名声远扬，连生产
大队里的职工们也都知道有一位“剃头
老师”而跑来找他，他每次都有求必应，
分文不取。“当时，每个月收入在 #%元
到 #!元左右，去理发店理个发要 $)%元

吧。”郭老师觉得，看到大家快乐，他理
发有了价值。

从%校内服务&到%上门服务&

助人为乐是朵越开越香的花，香飘
千里，渐渐地还把郭裕先“送”出了学校、
家里。

(*!'年的一天，郭裕先经过白沙村
时，看到白沙村的钱龙章老人两腿残疾，
头发乌七八糟，只能撑着一只凳子一根
棍子行走，他十分心酸，立马用随身带的
工具为他理发。此后，郭老师决定，定期
主动上门为他服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一直坚持了 +&年，直至钱龙章去世。钱
龙章曾常跟人说：“郭老师对我的帮助绝
不是简单剃个头，而是用这份关爱唤起
了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我来说，这就
是雪中送炭。”钱龙章的孙子也十分感激，
“郭老每次来，不仅给爷爷理发，还给我们
一家四代人理发，是我们全家最尊敬的
人，我长大后也要像他这样帮助别人”。

家住解放二村的杨林冬，是个独居
老人，患有帕金森综合征，卧病在床多
年，得知郭老师的故事，试着打电话给
他，郭老师二话不说，花了 +小时坐车从
金汇赶到南桥。进门后，郭老师惊呆了，
杨林冬瘫在床上，家人都不在。他赶忙

帮杨林冬换好裤子、床单，再帮他理发，
此后定期上门。熟识后，每次去理发，郭
老师还经常把自己家种的新鲜蔬菜带
去，“老人缺乏关爱，能帮就帮点”。

郭老师的老伴告诉我们，除了理发
和“为老服务”，老郭几乎没有别的嗜好。
即使 ,***年退休以后，郭老师仍如从前
一样。

,**&年 +月，郭老师参加学雷锋活
动，第一次到齐贤敬老院义务理发。他
回忆，那天他一口气剃了 &&人，握剃刀
的手都磨出了血泡。老人们格外高兴，
他们希望郭老师再来。“以后你每个月
来为我们理发好吗？”“当然可以。”

为这句承诺，郭老师月复一月，年复
一年，为敬老院数十位行动不便的老人
理发，还自己花钱添置了电吹风、香粉、
头油、洗头膏等。有一次，郭老师不小心
弄伤了脚，在床上休养了几天，想到去敬
老院理发的时间到了，老人们一定在等
着他，他不顾伤痛，让儿子送他到敬老
院，老人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白沙三组的王德章夫妇，也是因为
年纪大不方便出门，偶然的一天，王德章
的小女儿碰到退休的郭裕先，问他是否
还上门帮人理发，郭老师说是。从此郭
老每个月上门理发一次，就这样一理理

了十几年，直到王德章老人逝世。根据老
人的嘱咐，郭老师还为其最后再理了一
次发。

从%一人两手&到%师徒联手&

如今，大街上理发店挺多的，但郭裕
先还是很受老人们欢迎。

在郭裕先的服务对象中，不乏比他
年纪更大的老人。我们问他：“会嫌他们
脏吗？”“以后我们也会老，在有生之年多
付出一点，感动他人，感动社会，对我们
也是有好处的。”郭裕先说，很多老人年
纪大了，走不动，我为他们免费理发，还
可以帮他们减轻子女负担。“在有生之
年，只要走得动，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前几年，郭裕先动迁至大居恒苑社
区，每月都为社区内老人免费理发一次，
通常一站就是大半天。每当郭老师外出
免费理发，郭老师的老伴就在家给他准
备好饭菜，在后方默默支持着他。

在郭老师的影响下，另一名志愿者
王拾妹也参加了社区理发志愿者队伍。
从此，郭裕先从一个人两只手，升格到了
“师徒联手”。师徒俩受到了居民的热情
称赞。在小区里，当他看到外地来沪人员
的孩子头发长了，也会主动提出帮他们
理发。

很多老人过意不去，会送他送一些
糕点之类，郭裕先每次都是拒绝收礼，
实在推脱不了，就带着自己家里种的粮
食瓜果，送还回去。他说，理发不图回
报。他也不觉得这是低人一等，恰恰是
别人对他义举的肯定。他总说：我做的
都是小事，积少成多，坚持下去，就能
影响更多的人。

积善成德!圣心备焉
每当郭裕先骑着那辆 !破坦克"经

过# 邻居们都会喊一声$!老郭# 慢点

骑% "

天下为公的传统精神似乎从一个

老人日渐佝偻的身躯中重新焕发出生

机#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人# 带动着

整个小区的和谐% !"多年# 他收到了

#"多面锦旗和 !"多封感谢信% 很多

当年找他理发的年轻人# 如今也成了

老人# 抱着孙儿# 还是找他剃头& 有

的学生至今和他保持着联系& 有的老

人觉得郭裕先服务好# 剃得好# 又把

他 !介绍" 给别人%

在很多人眼里# 郭裕先的善良'热

心肠远不止这些%他曾经冒着严寒和危

险从沼气井里救出两位学生#也曾看到

老人突然晕倒在楼梯而立马急救((

在郭裕先家中一堆锦旗和感谢信

中#老人最视作珍宝的是一纸!奖状"#

上面写着!郭裕先同志$一个一辈子做

好事的好人"% 这是大家对他的肯定%

积善成德#则圣心备焉%存善心#行

善举#纵使是!剃头匠"#也能备!圣心"#

成 !圣人"% 庙堂之上不缺朱门酒肉的

!大人"#江湖之远#更需要郭裕先一般

朴素的坚持%

很多老年人似乎以

为自己和!妆容"渐行渐

远了# 这$可以理解$毕

竟$老年人!取悦"于他人的机会是越

来越少了$不!妆"也罢#于是$相当一

部分老人衣着马虎%邋遢#可是$却有

一样!妆容"$老年人少不了$也不肯

将就$那就是理发#

理发难道不是妆容& 试试$假使

披头散发% 焦头烂额地进行社交活

动$看谁还能把你当正常人$谁还肯

与你为伍'

中国的老古话$对理发师格外关

照# 比如$!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

功夫"%!操世上头等大事$ 理人间万

缕青丝"%!旧貌一剃了之$ 新颜从头

开始"%!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

及锋而试$ 看老夫手段如何"%!闻到

头堪剃$而今尽剃头# 有头皆要剃$不

剃不成头"之类$其实都在说理发的

重要$理发师的能耐# 理发师甚至被

叫做!待诏"'

老年人的精神状态$ 首先要从

!头"展示$这绝不是虚言#古代人不肯

忽视$即使他们是留长发的(现代人更

当回事$即使他们没有多少头发#

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供应# 可

是$如今能够给老年人配置的社会资

源)理发服务*$是短缺的$是不够优

质的# 因此$期待有!功夫"有!手段"

的!待诏"就很迫切了$无论是专业的

还是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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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带着
一套理发工具上门，50年，奉贤
区金汇镇上活跃着这样一位“剃
头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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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温情
———金汇镇老人郭裕先义务理发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