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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城民间，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美容技艺，

这就是“绞面”。“绞面”也叫“开面”，是在过去缺少化妆

品、美容院的年代，通过传统的物理手法，清除面部的

汗毛、痘斑、螨虫以及各类杂质，达到修剪眉毛、淡化色

斑、光洁颜面的作用。

绞面的全套行头很简单：一盒珍珠粉，一卷棉线，

一把剪刀，一盒珍珠霜，外加一件围裙。珍珠粉是用来

做粉底的，可以减轻疼痛；剪刀是辅助工具，修剪过长

或长得不整齐的眉毛；珍珠霜是绞完面后揸面，搓揉面

部用的；围裙是披在胸前，避免绞掉的杂物落在身上。

棉线才是整个绞面过程的主角，起到类似于刀片、剪刀

或夹子的效果。

客人上门，绞面师傅熟练地帮客人披上围裙，将珍

珠粉铺在脸上。然后，绞面师傅用一根细长的棉线，交

叉两头成“剪刀”状，用牙咬着线的一端，另一端则用双

手的食指和拇指绷紧。绞面师傅把棉线轻轻贴着客人

的脸，双手和嘴同时用力，从额头到眉毛到眼角

到脸部一点点“绞”过去。棉线在脸上绞动时，

“拔出萝卜带出泥”，有时会有些微痛感，但是效

果却非常明显。绞过之后的面部不仅把多余的

汗毛全刮除干净，隐藏在脸部的各种疙瘩痘痘甚

至螨虫也都被清理干净，变得光滑有弹性，真是

让人“刮目相看”。

传承着这门传统手艺的师傅，是丰城市孙渡街道

永丰社区三甲村（河湾三甲）人，叫陈秀英。陈大姐已

经七十多岁，从事绞面手艺已经五十多年。据陈大姐

说，绞面寓意着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未来。逢

年过节，家中总是门庭若市，预约绞面的一个接一个，

经常是从早忙到晚，累到腰酸背痛，十指磨出了泡。几

十年下来，被她开脸绞面的男男女女不计其数。

陈大姐的手艺是她的母亲口传身授传下来的，虽然

年事渐高，但手艺却非常娴熟。在体验过程中，能够明显

感觉到，在陈大姐手上，细细的棉线似乎变成了一把剪

刀，甚至是夹子。棉线所过之处，脸上有一种轻微的热辣

之感，那是脸上的汗毛或杂质被绞掉时出现的自然反

应。特别是在绞眉毛和眼角的汗毛时，陈大姐很细心，也

很果断，绞过后的眉线非常清晰。绞面之后，不仅脸上变

得干净清爽，整个人看上去也格外精神。

十几分钟的体验，我们不仅对这门古老的手艺赞叹

不已，对陈大姐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传统手艺也是肃然起

敬。一根细细的棉线，居然能够变得如此神奇，在陈大姐

手上变成清洁美颜的“利器”，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绞面”看起来手法很简单，但需要成千上万次的

反复练习，力道要足，下手要快，找点要准，才能确保效

果。“绞面时，手上要用‘阴’劲，腰上也要用力，全身配

合才能绞得干净，又不伤客人的脸。所以很累，会累得

出汗，我在寒冬腊月给人绞面都不用穿棉袄。”陈大姐

介绍说。

陈大姐十几岁就跟着母亲学“绞面”。初学时，母

亲不允许她在客人脸上试，只是让她打下手，在旁边

观察。后来，母亲要求她在自己的大腿上练习，有时

也利用过节杀鸡宰鸭时，利用鸡鸭练习。沉浸其中的

她，棉线拉断了上千根。“宝剑锋从磨砺出”，整整三年

后，陈大姐的母亲对她进行了一次正式“绞面”考核，

得到母亲认可后，陈大姐这才真正“上岗”，成为这门

手艺的传承人。

过去，在丰城有个习俗，新娘在出嫁前都要绞面，

意思是让新娘别开生面，新的婚姻生活才会美满幸

福。出嫁的头天，绞面师傅将新娘额前、鬓角的汗毛拔

掉，修出弯弯的月牙眉。出嫁当天，还要举行一个绞面

仪式，绞面师傅一边绞一边喝彩：“绞到新娘额，夫妻好

相合；绞到新娘脸，夫妻常相见；绞到新娘嘴，夫妻常亲

嘴；绞到新娘后颈脖，家生五子都登科。”亲朋好友在旁

边，一边看着一边应和，笑声不断，十分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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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山，坐落在宜丰县黄岗乡境内的五峰山净觉

寺（黄岗乡汪溪村）。有归云、积翠、罗汉、月桂、拂岩五

峰，俱称幽胜。山中净觉寺始建于南朝刘宋永初年间

（420-422 年），距今 1500 余年，后改名普利寺。唐大中

年间（847-859 年），高僧常观在此住持。唐宋时，这里

僧众云集，香火极盛。柳公权曾为该寺书额，黄庭坚等

有咏同诗，苏辙尝为寺僧撰塔铭并舍经于寺。五峰山、

洞山、黄檗山合称“释家三大祖庭”。山中峰奇瀑高，终

年云蒸雾腾，古迹荟萃。

据宜丰佛史记载，五峰山为南朝开国皇帝刘裕

（420—422 年）御批敕建。唐大中年间（847—859 年），

百丈寺怀海法师的高足常观禅师与临济始祖希运出师

后，一个在黄檗山开扬宗风，一个在五峰山托钵。清朝

初期（1663—1741 年），临济三十二、三十六世孙煦杲

照、慈念等重振临济于五峰山林，击鼓传灯，为世人留

下这佛教胜迹。

出宜丰黄岗集镇折北朝西，转瞬即入层峦叠嶂山

林，公路沿途斗折，高低跌颠。到得汪溪村，只见五峰

如掌，阴静生凉，周边山形宛如僧人的道帽峨冠，鸟惊

山涧，泉挂梯田，风啸谷底。这便是五峰山。

五峰山就像许多高僧大德一样，把自己对佛学的

参悟和理解弘扬于世，将劝人为善的旨意发展到了一

种极致。途中的撷雪桥下，有一副《卧佛图》，这是一块

五平方米见方的自然石壁，镌刻在石壁上的佛像袒

胸露乳、肘枕假睡、微笑微醉，好似一尊弥勒佛，又似一

个烈日下锄禾归来在路边小憩的农夫。石壁的左侧上

方直书“卧佛”两字，奔突而又静定。常观、希运把佛融

于“担水挑柴”的劳作中，把人生的奢求转化到了“贫而

无怨，富而不骄”的悠然自得之中。这栩栩如生的石

刻，散发着悠悠的人生况味。

来到净觉寺的山门旧址前，这个 1500 余年前的“南

北东西古道场”，褚墙黄瓦已经荡然无存。石碓位不抱

怨、不执著、不认同世事的诗僧、画僧和书僧，他将禅学

融入了文、石磨、石墩、石钵、石缸，散落在周边数里山

中田里，青草顽石并不和谐地躺在一起，给人以错位的

感觉。好在有一块两米来长、书有“净觉禅林”的石匾，

给游人的意绪稍予安慰。据说，这石匾上的字是净觉

寺住持术之中。山上还有两座保留较好的古墓，一座

是覆钵形的常观禅师墓，建于唐咸通六年、临济宗三十

二世孙煦杲照的手笔。章法从容，气定神闲，与临济宗

的机锋峻烈大相径庭，有史说煦杲照是学和艺（865

年）；一座是亭阁形的煦杲照大师墓，建于清康熙二年

（1663 年），应该说这是两座较高级别住持的坟墓。看

着没落的净觉寺，千年祖庭享誉与眼前感观很是难以

苟合，与某些一掷千金的人造景观就更难媲美了。这

样一座千年禅寺，它的价值究竟有多大？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亮参观五峰山之后，在

《赣文化研究》出版十周年座谈会上说：“我看到这些

墓很感动，也很感慨。我不忍心看盛唐时一代宗师的

墓塔竟是如此凄凉⋯⋯净觉寺不仅仅是宜丰的，也是

全国的，更是世界的。世界上佛教 97%是禅宗，其中十

之有七是临济宗。临济宗创始人义玄的老师是希

运。希运的《传心要法》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三座里程

碑⋯⋯” 据宜丰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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