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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女性挽面民俗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刘文菊

(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摘 要: 已经式微的挽面民俗在潮汕地区仍然有着一定的生存空间，甚至近年来有复兴之势，挽面美容店铺

开始增多，挽面顾客增多。传统潮汕女性在出花园、婚嫁、满月、丧葬、时年八节等习俗中都要挽面。挽面是女性

的重要生命民俗事件，承载着性别文化的特殊意义，有着鲜明的女性民俗文化色彩，潮汕女性挽面民俗的发展变

迁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发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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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面，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几近濒危消失的传

统女性美容术。多数研究者是把挽面涵盖在地

方婚俗中进行简单的附带介绍，在近年来的民俗

学研究中才把挽面当作一种女性民俗非遗文化

来关注。对潮汕地区的挽面美容店、挽面娘以及

挽面顾客的访谈调查结果显示，已经式微的挽面

民俗在潮汕地区仍然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甚至

近年来有复兴之势，不少现代女性选择这种绿色

健康的传统美容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对挽面娘

的口述访谈，解读挽面在女性生命历程中的意

义，揭示挽面民俗鲜明的女性文化色彩。潮汕女

性挽面民俗的发展变迁史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

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发展与变化。
一、挽面的基本介绍

( 一) 挽面的概念

挽面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女性美容

术。“挽”在闽台方言中是“拔”的意思，挽面是一

种利用纱线拔除面部的汗毛，修齐额发、鬓角和

眉毛的传统的女性美容方式，也是传统婚俗中女

子出嫁的修容仪式。挽面也称“挽脸”“绞面”
“绞脸”等，闽台方言称“贵面”，广东江门称“挒

毛仔”，广东湛江称“拔面毛”，也有称之为“开

面”“开颜”“开额”“换新脸”，有改头换面、脱胎

换骨、祈求吉利、祝福新娘的寓意。在中国，从北

方到南方，如东北、河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
福建等地，都有为新婚女子“开脸”的习俗。

按照台湾的习俗，女性头一次挽面是在出嫁

之前做的，叫“开面”，要邀请多子多孙的老妇人

动手，如果这位老妇人不会，只要做做样子，再另

外请挽面婆完成。在台湾，还流行着一道谜语

“四目相看，四脚相撞。一个咬牙根，一个面皮

痛。”谜底便是“挽脸”［1］。挽面在潮汕地区有着

悠久的历史，陈友义，杨萍认为: 挽面这一独有的

潮汕民间生活习俗始于何时，今难以考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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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在清朝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根据潮剧《苏六

娘》中的剧情:“杨家乳娘对苏六娘说:‘修容择在

寅时，簪花择在卯时。’”可见，挽面这一民间生活

习俗在明代就已出现［2］。
( 二) 挽面的方法

关于挽面的方法有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如，

林长华说:“挽脸”就是一种利用纱线拔除脸上汗

毛的古老美容方法［3］。杨萍介绍: 挽面，是用浸

湿的纱线绞去脸上汗毛的一种古老的美容术［4］。
施翠峰介绍: 挽面是一种利用纱线来拔除脸上汗

毛的美容方法［5］。给人挽面的大都是女人，被称

为“挽面娘”，其挽面的手法大同小异。陈绍龙描

述了挽面的情形: 王婶断一根长线，两头在一块

打上结，绕几个交叉，形成“剪”状，用两手的食

指和拇指绷紧，用牙咬着线的一端，把线贴着女

孩的脸，两手和嘴同时外撑开，就把脸上的汗毛

给绞下来了［6］。涂明炎介绍: 开脸者先在姑娘脸

上扑粉，然后用双手绷着棉线，让两根线绞着姑

娘脸上的汗毛，轻轻地扯起来。棉线在脸上来回

地扯，反复多次，直到将汗毛扯尽。再用煮熟的

鸡蛋白在扯过汗毛的脸上滚动按摩，起到滋润皮

肤、防止感染的作用。上述程序完成后，再梳顺

头发，盘成发髻，黄毛丫头就变成了俊俏媳妇。
每次挽面，多则半小时，少则也要 10 到 15 分钟，

在这个过程中，顾客眯着眼任挽面娘的棉线在脸

上“游走”，除了第一次挽面不适外，挽面会成为

一种美容享受。［7］我们在潮汕看到的挽面情形往

往是这样的: 两人相向各坐一只凳子，一高一矮，

挽面娘坐得高一点。她先用粉饼涂在额头、两

颊、眉毛四周、嘴巴周围和下巴上，然后将一条两

尺多长的纱线对折，中间在右手拇指上绕了两

匝，一头用牙咬着，另一头拿在手上，像一把剪刀

一样，交叉绞动，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把汗毛绞

干净。挽面所需的工具极其简单: 棉线、松粉、眉
夹、簪子和板凳。挽面的场所也很简陋，只需一

个小铺面，也没有复杂的设施，有些甚至是在街

边树下、屋檐廊下，成本低、收费少、时间快，深受

老百姓欢迎。
( 三) 挽面的习俗

传统潮汕女性在出花园、婚嫁、满月、丧葬、
时年八节等习俗中都要挽面。

第一，挽面是潮汕地区女性出花园的仪式。
出花园是潮汕地区一种特有的传统成人礼俗，有

15 岁男女孩子的家庭，要在阴历七月初七乞巧节

和七月十五中元节或另择日为孩子备办三牲果

品拜别公婆神。姿娘仔出花园时要请人来挽面，

开过脸的女孩象征着已经成人，可以谈婚论嫁

了。在出花园仪式上，长辈会教育她们如何做一

个好女人，做一个贤惠勤奋又善良坚贞的好媳

妇，这就是基本的妇德教育。曾有诗记曰: “亭亭

少女卓娇妍，十五华龄意气翩。挽面修眉施粉

黛，穿新沐浴饰珠钿。改肠换肚良而善，悦色和

颜 丽 且 娴。拜 谢 婆 亲 从 此 别，依 然 不 舍 俏

童年。”［8］

第二，挽面是潮汕女性出嫁的仪式。挽面是

传统婚俗中女子出嫁的修容仪式，在旧时的中国

非常普遍，只是不同地区称呼不同而已。挽面通

常由女性长辈施行仪式，有的是在新娘上轿前在

女方家里进行; 有的是在新婚后第一个早上在男

方家里进行。挽面娘须是子孙满堂、夫妇和睦、
有威望的“好命人”，希望“好命人”通过挽面可以

把这一福荫传给新娘。出嫁挽面要用五彩线，寄

寓着对新娘的祝福和美好愿望。汕头澄海的高

女士讲她 2016 年结婚挽面的情形: 现在比较难找

到挽面娘，所以由我妈妈代替，只是个形式而已，

挽面用两条线，一条是线青，一条是线红。由妈

妈代替做四句“挽条青合大家，挽条红合众人。
挽条青合大家。挽条红合夫郎。”重复两遍，挽

八下。
第三，挽面是部分潮汕女性在葬礼上的礼

仪。在潮汕的有些地区，在丧葬礼上有“男剃头、
女挽面”之说，参加葬礼的女性要挽面，男性要剃

头，无论男女都以干净整洁的容颜去送别逝者，

这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同时也是一种悼念，是

丧礼上祛魔祈福的象征性仪式。随着时代的发

展，现在早已没有了严格之规，只是象征性地做

一下挽面的动作就可以了。有文章写道: “老人

过世后，直系亲属中男的都要剃光头( 现在一般

只需要剪一下头发) ，女的都要挽面。”［9］

第四，挽面是潮汕女性在时年八节的礼仪。
有些潮汕地区的女性在时年八节都会去挽面，表

达对节日的庆祝、对美的追求，也要去祭拜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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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愿家人平安。在过年前，男人理发，女人挽面，

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年，有俗语说“有钱没钱，挽

面过年”。劳热，也叫拜老爷，是春节前后各村举

行的民俗庆典活动，在劳热之前，女性都会去挽

面，以表达对神明的尊重的愿望。
另外，在其他重要的日子，比如坐月子时也

要挽面。《海韵东山》记载: “产妇满月也习惯挽

一次脸，寓意脸庞如满月美丽皎洁。”［10］《翔安民

俗》记载:“以前行丧事或坐月子后都要请人绞面

后才能外出走门串户。”［11］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

展，挽面也不再有诸多禁忌，现代女性随时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去挽面，故而挽面在近些

年有复兴之势。
二、潮汕女性挽面民俗现状的口述访谈调查

自 2014 年以来，我们深入到潮汕地区的城镇

乡村寻找挽面娘，进行口述访谈。共走访了 11
位挽面娘，让挽面娘讲述自己的故事，展现她们

不一样的人生历程，分析挽面文化现状及其蕴含

的文化内涵。
第一，访谈内容。一是口述个人生活经历，

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和家庭主要状况; 二是口述学

习挽面的经历，包括挽面时间、挽面学习途径等;

三是讲述挽面的历史变迁，包括过去和现在的经

营状况、家人态度等。
第二，访谈对象。挽面娘的平均年龄在 50

岁以上，其中，50 岁以上的挽面娘有 8 人，年龄最

大的 是 1930 年 出 生 的 王 奶 奶，年 龄 最 小 的 是

1975 年出生的周阿姨，挽面时间较长的是出生于

20 世纪 30 ～ 50 年代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挽面娘。
其中潮州 6 人，揭阳 5 人，共计 11 人，其中 1 人来

自海南，1 人来自湖北。
第三，受教育情况。她们受教育水平普遍较

低，具有小学以上文化水平的有 7 人，其中有 2 人

是高中毕业，其余 4 人是文盲。
第四，生活现状。从家庭情况来看，她们多数

兄弟姐妹众多，家庭条件艰苦，自幼在家务农或外

出打工。从生活状况看，其多数把挽面当作副业，

同时还兼做理发，时间支配相对自由。其中现状较

差的是揭阳的肖阿姨，她与丈夫分居，儿女都不认

她，目前一个人租店挽面，靠挽面和社保为生。
第五，挽面时间。多数 50 岁以上的挽面娘

具有较长的“挽龄”，都在 10 年左右，挽龄最长的

是揭阳的陈阿婆，做挽面 40 多年。挽龄比较短

的是潮州古巷镇的李阿姨，有 7 年挽龄。
第六，挽面途径。挽面娘学习挽面的途径也

是多种多样，有的是自学，有的是跟母亲学习，有

的是跟邻居学习，还有的跟亲戚学习，学习对象

都是女性。多数挽面娘因为母亲擅长挽面，年幼

时便耳濡目染，属于家传手艺; 有的是姿娘仔时

开始学 挽 面，有 的 是 嫁 人 之 后 跟 着 亲 戚 朋 友

学习。
第七，经营状况。挽面店的经营情况大同小

异，都是小本手工生意，稍微补贴家用。她们生

意好的时候，一天最多挣 100 元，生意不好的时

候，三四天都没有一个人来。多数挽面娘并不以

挽面为生，也不刻意经营。挽面的店铺，有的是

理发店兼挽面店，理发顺带做挽面，比如揭阳的

黄阿姨、蔡阿姨、周阿姨; 揭阳陈阿姨的挽面店兼

做中介工作。有的人是把挽面当作业余手艺，并

不开店经营，只等顾客上门或者叫去家里服务，

如潮州的张阿姨和李阿姨。挽面娘的家人不会

阻止和为难她们，只要能挣钱补贴家用就好。
第八，挽面顾客。挽面顾客来自四面八方，

有年纪大的常客，有从外地回家过节的邻里，有

同乡和亲戚朋友。主要人群是青年女子、中年女

子和准新娘。男顾客很少，偶尔有熟客，黄阿姨、
陈阿姨明确表示不会给男顾客挽面，要遵守挽面

行业的规则，一律婉言谢绝。蔡阿姨则不同，她

不拒绝给男顾客挽须。
第九，挽面费用。挽面的费用非常低廉，王

奶奶说最早挽面只要 8 分钱，后来慢慢涨到 1 角、
2 角，直到现在是一次 20 元。陈阿姨说如果只是

修眉和挽嘴边四周，收 12 元，全脸就是 20 元; 肖

阿姨的收费是每次 20 元，包括挽脖子后面的汗

毛。潮州的蔡阿姨每次挽面收 12 元，但给新娘

挽面则要一两百元。
三、潮汕女性挽面民俗调查分析

( 一) 从传承主体看，挽面的主要参与者是

女性

挽面是女性的专属领域，参与者绝大多数是

女性。不仅挽面娘是女性，挽面顾客也多数是女

性，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行规。上到七八十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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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下到小女孩，都成为挽面的主要群体。

挽面空间一般具有很高的私密性，挽面场所大多

在女性化的私密空间进行，比如姿娘仔的闺房、

嫁娘的新房、产娘的房间等，即便是在店铺里，也

是很狭窄的空间，这就决定了挽面的私密性。同

时，挽面方式也具有很强的亲密性，两人相向贴

近而坐，面对面、脸对脸的挽面动作，鼻息互通，

零距离接触，更是决定了挽面的排异性。故而，

挽面是女性化的美容术和女性化的民俗活动，男

性一般是被排除在挽面之外的。在访谈中，几乎

所有的挽面娘都拒绝男顾客，只有一名挽面娘表

示可以给男性挽须。如陈阿姨口述:

我自己不会给男人挽面。觉得这

是女人活动的地方，男士不宜参与。不

过有一次，一个女孩带她男朋友来叫我

替他修眉，我答应了，毕竟是他女朋友

带来，不好意思拒绝。后来有几个男生

结队来我这里挽面，被我拒绝了。①

蔡阿姨口述:

我是等孩子大了上学后才开店挽

面兼理发的，有时女儿也会来帮忙。都

是女人来挽面，很少有男人来。不过，

我也给男人挽面，是来挽须的，而且是

熟客，并不觉得难堪。②

( 二) 从传承方式看，挽面主要是通过女性

谱系传承

挽面技艺是通过女性代代相传，属于女性谱

系传承。挽面娘学习挽面的途径各有不同，但比

较普遍的是从小跟着母亲学习或是模仿女性邻

里亲朋自学而成。有的是母亲手把手地教会女

儿; 有的是跟女性邻居学习; 有的是完全靠自学。

她们首先是自己要有好奇心和兴趣，再去刻苦练

习，并没有专门的培训机构来教授。像钩花、刺

绣等传统女性化的手工艺一样，主要是靠女性谱

系传承，挽面技巧虽然相对简单，但是也常常被

挽面线割破手指，一样充满艰辛。有些挽面娘有

意要将挽面手艺传给下一代，可是并不被接受，

挽面的濒危也不可阻挡。如肖阿姨口述:

以前我妈妈会挽面，她用一条细纱

线教我们三姐妹，但那时我怎么都学不

会。后来在普宁的建筑工地打工，快过

年了，一起打工的三个揭阳姿娘仔一定

要我给她们挽面，我说我不会，她们硬

是拿着 纱 逼 我 帮 她 们 挽，但 不 知 为 什

么，我拿起线来骤然就会了，真是奇事。

现在我是潮州挽面做得最好的，“潮州

挽面第一人”。③

( 三) 从传承功能看，挽面是女性的生命民俗

事件

挽面看似只是一种传统的美容方式，实际上

却与民俗文化活动紧密相联，承担着文化的传承

功能，承载着特殊的性别文化意义。传统潮汕女

性的生命事件几乎都需要挽面这个仪式协助完

成，出花园、结婚、生子、拜神、丧葬等。出花园时

要挽面，寓意从此迈入成人的殿堂，告别了黄毛

丫头的身份，从一个少女变成了青春女郎。出嫁

时要开脸，挽面“开额”寓意从此开窍和会持家，

从青春少女变成贤良主妇。生产满月要挽面，俗

称“挽脱产”，挽面用过的丝线要挂在石榴花上，

寓意多子多福。长辈的丧礼上要挽面，既表达追

悼和尊敬，也寓意除去丧礼上的晦气。总之，挽

面贯穿着女性的一生，是女性的生命民俗事件。

它不仅是女性性别角色、身份地位转变的见证，

也是 民 俗 文 化 中 一 道 靓 丽 的 风 景。如 陈 阿 姨

口述:

女人 一 生 重 要 的 日 子 都 要 挽 面。

一般 15 岁出花园和出嫁的时候是一定

要挽面的，这两个日子最重要。出嫁的

时候要先看个好日子，选好良辰吉时，

请挽面娘到家里去挽面。也有人到我

这里来挽面，我要边挽面边做四句。④

( 四) 从挽面的时节看，时年八节、婚丧礼是

高峰期

挽面是分时间和场合的，有一定的时节性，

一般来说，时年八节、婚丧礼是高峰期。逢年过

节挽 面 的 人 最 多，俗 语 说“有 钱 没 钱，挽 面 过

年”，挽面为的是图个喜庆，客人最多的时候有

十几个，连中途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劳热日的

时候，挽面的人也多起来，挽面是为了表达对拜

神仪式的尊重和虔诚。挽面最多的是姿娘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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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潮汕地区的婚嫁习俗很讲究，挽面是新

娘必需的一个仪式，要在良辰吉日请挽面娘上

门来挽面，边挽面边“做四句”，还要给挽面娘

大红包当回礼，仪式才算圆满完成。另外就是

丧礼上的挽面了，这时的挽面比较简单，一般是

挽面娘坐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姿娘们轮流来挽

面，老少都要挽面。不过，现代社会里生活风气

开化，很多礼俗禁忌都逐渐松动，女性为了美容

保健随时都可以挽面，已经没有了时节的限制。

如何阿姨口述:

挽面最忙的时候就是年底了，从早

做到晚，每天差不多有 15 个人。不忙

的时候，有时一整天没人来，有时有五

六个或者七八个。收费也从原来的 5

块涨到现在的 15 块。新娘挽面都会选

好吉日，提前打电话，告知时间、地点，

她家里会提前准备好东西: 一碗干净的

生水，一 枝 红 花 和 仙 草 凑 成 对 放 在 水

里。挽面时，新娘穿着嫁衣坐在放有裤

子的凳子上，我用五根彩线( 红、白、蓝、

黑、黄) 挽面，一边挽一边做四句，哼唱

道“今日好日子个额来开起，挽额就食

老有食，挽耳就生弟，挽额就发大财。”

挽好之后，新娘会给我一个红包，有的

220 元，有的 240 元，有的 280 元，都是

吉祥数字。⑤

( 五) 从挽面的发展看，近年来有复兴的趋势

挽面的习俗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逐渐衰

微，现代美容方法兴起之后，挽面技艺更是几近

濒危，挽 面 娘 也 多 是 1960 年 代 以 前 出 生 的 人

群，传承人群的断裂使得挽面技艺逐渐消亡，微

小的挽面文化甚至没有被当下兴起的非遗热潮

所关注，也没有受到民俗活动兴盛潮流的冲击，

仍然处于自生自灭的边缘状态。不过，在学术

研究界，受人类文化学以及民俗学研究热潮的

影响，挽面文化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比如，台

湾有不少学者从事挽面文化研究，张君荧《“但

求立锥之地”: 士 林 挽 面 摊 贩 的 民 族 志 研 究》，

以台北市士林区文林路“挽面街”的挽面摊贩

们为主要研究对象⑥。王明典《一个当 代 台 湾

“挽面”文化再兴起的探讨》，“探讨台湾挽面产

业文化其背后所隐含的兴起衰败及一个好的文

化应该有的延续价值。”⑦尤秀惠《挽脸美容业

顾客满意度之研究》，“探讨挽脸美容业之顾客

满意度，并分析不同背景变项的挽脸美容业顾

客满意度在消费环境、服务品质、产品品质之相

关及差异情形。”⑧

同时，在后工业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手工业

整体开始走向复兴，挽面技艺也在近年来慢慢回

暖，甚至有复兴之势，不少现代女性开始选择这

种经济环保、绿色健康的传统美容方式。现代美

容业也逐渐改进传统挽面技艺，把挽面作为美容

的一个环节，使之更加卫生洁净。在日本、韩国、

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兴起一种“蝶式挽面

法”，把线缠绕在双手上成剪刀状拔毛，将传统的

垂直技法改成平行技法，让挽面技艺重新焕发出

活力。潮州的挽面娘也在革新技艺，把传统的面

对面相向而坐改为顾客平躺在美容床上挽面，挽

面娘进修专业技巧变成现代美容师，也不再用牙

咬住挽面线，而是把线挂在脖子上，并戴上口罩。

如，潮州的张阿姨就这样改进了挽面技艺，深受

顾客欢迎。张阿姨口述:

我在潮州一个印刷厂做工，下班之

后业余时间做挽面。我觉得挽面的时

候用牙咬线头很不方便也不卫生，我就

把线头 绑 住 用 一 根 带 子 挂 在 脖 子 上。

另外，我还戴口罩，一是讲卫生，二是防

止尘粉和毛发。挽面线会经常割破手

指，我就戴指套保护手指。⑨

综上，挽面作为一种传统的女性民俗，伴随

着女性的成长，在女性不同的人生阶段都寄寓着

独特的文化意味，寄托着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规

范，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女性的性别角色的塑

形，正如有研究者所论: “相对于外在的条文规范

而言，生命民俗是柔性的、隐形的，它与女性的一

生悉悉相关，从生育、养育到婚姻、丧葬，这些记

录着人生印迹的生命民俗潜移默化地左右和影

响着女性的思想、行为。”［12］

通过对潮汕挽面文化历史现状的调查研究，

可以了解潮汕女性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扮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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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民俗角色的，这一生命民俗在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潮汕女性，在无形中要求她们怎么做一个贤

妻良母。随着时代的发展，挽面已经逐渐淡化了

民俗文化的意义，而作为一种纯粹的美容方式，

近年来又有复兴之势。

注释:

① 口述史料: 陈阿姨( 1954—) ，女，潮州市湘桥区人。

访谈时间: 2014 年 4 月，访谈人: 吴岱音。

② 口述史料: 蔡阿姨( 1955—) ，女，揭阳市普宁县人。

访谈时间: 2014 年 8 月，访谈人: 陈晓燕。

③ 口述史料: 肖阿姨( 1956—) ，女，潮州市南春路人。

访谈时间: 2014 年 7 月，访谈人: 陈晓燕。

④ 口述史料: 陈秀銮( 1964—) ，女，揭阳市榕城区人。

访谈时间: 2014 年 10 月，访谈人: 吴岱音。

⑤ 口述史料: 何志兰( 1959—) ，女，潮州市湘桥区人。

访谈时间: 2014 年 4 月，访谈人: 刘文菊、蔡舒婷。

⑥ 张君荧《但求立锥之地”: 士林挽面摊贩的民族志研

究》，国立清华大学，2012 年。

⑦ 王明典《一个当代台湾“挽面”文化再兴起的探讨》，

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文化及语言文学研究所，2010 年。

⑧ 尤秀惠《挽脸美容业顾客满意度之研究》，屏东科技

大学技职教育研究所，2016 年。

⑨ 口述史料: 张阿姨，约 40 多岁，女，潮州市人。访谈

时间: 2014 年 8 月，访谈人: 陈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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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Ｒesearch on“Face － Threading”Custom of Chaoshan Women
LIU Wenju

( Hanshan Nora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00，China)

Abstract: Though the“Face － threading”custom is fading away，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living space in Chaos-
han area，and there has been a rivival in recent years，with more beauty shops and more customers． Tradi-
tional Chaoshan women need to do“face － threading”in some custom occasions，such as coming － of － age
ceremony，wedding，a baby’s first month birthday，funeral，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so on． “Face － threa-
ding”is the main folk events in female’life，which carring the special meaning of gender culture． There is a
distinct female folk culture feature in the“face － threading”custom of Chaoshan women and it unveals the de-
velopment and change of female’s social status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Chaoshan culture; Face － threading custom; Femal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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