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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旧事旧事

上海师傅手艺就是好

上海迁京店铺开张以后，在北京市民中掀起了不小的轰
动。上海服装、发型、照相手艺的精致与时髦，北京人早有耳
闻。现在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这些服务，大家能不乐吗？

当时，去四联理发可是件奢侈的事儿。在四联理个发要
8毛钱，其他理发馆才两三毛。

当年迁京的四联理发师康邦章记得四联刚刚开业的时
候，每天早上开门之前门口都会排起大队。有一年临近春
节他们更是早上5点钟就营业。一直忙到夜里两点才下
班。夜深了，师傅们也回不了家，只好到附近的“清华池”忍
一宿。可是，刚躺下没半个小时，就被叫起来了。原来，四
联门口的队伍已经排到米市大街了。后来，他才知道，原来
北京人有正月里不剪头的习俗。康师傅笑着说：“那个月我
挣了120多块钱，都超过处长了。”

距离四联不远的中国照相馆同样非常火爆。每天早上
四五点就有人在门口排队，即使下午3点就停止发号，生意
依然会持续到晚上10点。那时候标准像、全家福、礼服照、
婚纱照，“中国照相”全都有。当时，人们都以有一张印有

“中国照相”字样的照片为风尚。 摘自《北京日报》

中国照相馆、“红都”、“四联”、“美味斋”、“普兰德”，50年前的上海名店
迁京，作为全国支援首都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将铭刻在北京人的记忆里。

5050多年前上海名店大迁京多年前上海名店大迁京
当年北京竟做不好一套西服

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来信。信中，小尼赫鲁
表示了对北京制衣业的不满。原来，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而这已
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抗议”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对北京的服务业都很有意见。

为了挽回影响，外交部派专人陪同小尼赫鲁到上海改制西服。从清嘉庆年间起，上海
就有专门的西服店。当时，国人将外国人称为“红毛”，为“红毛”缝制衣服的裁缝就被称为

“红帮裁缝”。
这次，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改衣。

余师傅不负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穿上后非常满意，当场要余
元芳再做一套，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

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为了改变北京服务业落后的面貌，适应日益频繁的外交活动，更好地服务中央和北京

市民，1956年周总理提出“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遂有了大批服装、
照相、美发、洗染、餐饮业的上海名店陆续迁京之举。

接到总理指示后，北京市政府马上责成
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与上海市第一商业局接
洽，研究把上海知名服装店迁往北京事宜。
经过考察，北京方面确定了包括“鸿霞”、“造
寸”、“万国”、“波纬”、“雷蒙”、“蓝天”等在内的
21家服装店，支援北京。这些店都是上海一
流的服装店，且无一例外开在上海的核心商
业区。

北京方面开出的条件也相当优厚，从当时
上海市一商局与北京市服装公司签订的调用商
业人员协议书上可见一斑。协议书规定，北京方
面不但负担上海来京人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
住宿，而且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并承诺
在一年之内把他们的家属全部调入北京。

面对如此优厚的待遇，这些“红帮”师傅
当然愿意，纷纷踊跃报名。

不久，上海服装业人员分两批来到北京，
一共迁来21家服装店，208人。

服装业迁京后，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
服务业的迁京工作也陆续展开。当时北京分
管理发、照相、洗染等行业的是北京市社会福
利局。从现有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1956
年5月，福利局副局长王崇续专程赶赴上海，
与上海有关方面商议名店迁京事宜。协商后
决定照相业迁“中国”、“国泰”两家；洗染业迁

“普兰德”、“中央”两家；理发业迁“华新”、“紫
罗兰”、“云裳”和“湘铭”四家……

据说，此前这份名单中并没有中国照
相馆。一天，王崇续在上海的街上无意中
发现中国照相馆的橱窗最精美，向当地人
一打听才知道，中国照相馆的技术力量也
相当雄厚，而且员工平均年龄只有 30岁出
头，很有发展潜力。于是，他把中国照相馆
的名字也加了进去。对于中国照相馆，上
海市还真有些舍不得。不过，为了支援北
京服务业，把最好的店迁到京城，他们最终

还是忍痛割爱了。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发、照相、洗染

业的师傅们，带着家什儿，坐着同一列火车
开赴北京。

新店的筹备工作很快开始了。从上海
来的 20多家服装店被合并为 7家开张。“金
泰”、“鸿霞”开在东四，“蓝天”开在王府井，

“雷蒙”开在八面槽，“造寸”开在西四，“波
纬”开在前门，“万国”开在东交民巷。这些
地点不是核心商业区，就是挨着外国人经
常出入的使馆区。中国照相馆、普兰德洗
染店也被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上。

“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这4个
迁京的理发馆，最初的计划是在东城、西城、崇
文、海淀各开一家。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
地点。大家一商量干脆4家联合开一家大理
发馆，名字就叫“四联”，取4家联合之义。地
点就选在金鱼胡同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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