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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发，这种消费行业，最早源于外国。20世纪 20 年代中期，北海经常有外

国人在进出做生意。有些赶时髦的青年男女，看到外国人头发卷曲，心里也跃

跃欲试，别出心裁的想用卷发来装扮自己。当时英国教会办的贞德女校，就曾

有女学生搞卷发。她们的电发工具较原始，只用几片铁片用火炭烧热到一定的

温度，然后拿来电发，使头发卷曲。

北海最早的电发店，是 1944 年开业的“大新美容院”。该院位于中山东路

工商银行对面。老板是沙湾人陈友安。那时电发，只有十多个发夹。发夹的中

间置有小缝，可插入小铁片。电发前先将小铁片放进炭炉烧红，再将小铁片插

入发夹的小缝中。电发时，由于发夹传热，致使头发卷曲。当时电发一次，约

需七、八分钟。取下铁片后，再等几分钟，即可梳发定型了。

稍后的电发店有 1945 年开业的“江南美容院”。该院位于中山酉路，是湛

江人庞通开的。其电发方式也跟“大新美容院”差不多，只是钳发的质量有所

提高。为了推销自己，江南美容院曾于 1945 年 8 月 28 日，在《粤南日报》上

刊登了一则广告：“本院由港澳特聘工艺技师，工作优良，尤其钳发钳波(内分

男女部)、艺术趋时，算是最优，更装有水喉洗头，便捷罕为全市之冠”。

再稍后的电发店有 1946 年开业的“中央电发美容院”。它是北海第一家真

正用电来电发的电发店。该院位于中山中路支农商店这个位置，老板是龙起俊。

该院的发夹是由香港购进的。当时龙起俊还土法上马，用白铁皮做了个电发线

路板盖，还自制头插、简易冷热水管和炭筒。炭筒是用火炭作燃料的，既笨重

又酷热。这跟现在的电吹风相比，就有天渊之别了。当时电发，大多是在晚上

六时至十时进行，因当时北海白天没有电力供应。直到 1948 年，中央电发美容

院因能接上电报局自己发的电，才可保证白天的电发营业。当时，美容院接电

是以免费为电报局的职员理发为代价的。



为了招揽生意，中央电发美容院经常利用电影院的幻灯来打广告宣传，大

吹大擂说该院从美国购进了双柱自动电发机。开业时还搭了个牌楼，挂上了大

红花，招来了不少围观者。于 1947 年 5 月 15 日，该院还在《粤南日报》刊登

了一则广告：“女界：电发、恤发、钳发；男界：剪发、吹波。工作完满，装式

时髦”。

当时的时髦发型有：鹅尾装(简朴端庄，如学生装)、安南装(即法国皇后装，

头发上卷似发髻，比较凉爽)，还有大卷筒等十多种发型。

后来，中央电发美容院和大新美容院合并，更名为“大光明美容院”。但会

电发的师傅也只有陈友安、劳锡盈等三几个人。

当时电发的收费较贵。电发一次，约收 75斤大米左右价值的钱币，故电发

的人并不多。只有那些公子少爷、太太小姐之类的人物，才敢登这“大雅之堂”。

解放后，北海的电发业虽有所发展，但并不普及。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改

革开放后，人们的消费水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发

生了变革。电发业适应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消费需求，故那段时间发展较快。

仅在不足一公里的中山西路，便有电发美容室 20多间。各个电发美容室的电发

装备不仅现代先进，门店的装饰也都很讲究。大多门店都装上大屏玻璃、玛赛

克地板，有些还贴上铺地胶，购置丝绒沙发，装有空调或音响等。各种名为发

廊、发厅、发型设计中心的招牌装饰及题名亦都很雅致。有的冠以“碧桃爱”、

“夜巴黎”、“万宝路”、“夜来香”、“海伦”、“迷你”、“标榜”、“美斯”、“彬彬”、

“珍珍”、“海波”、“海涛”、“崴娜”、“艳容”、“华灯”、“双意”等等雅号芳名，

令人美不胜收。电发美容师傅大都是穿着趋时的俊男俏女，使人有春意融融的

感觉。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回落，电发业又渐渐步上了下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