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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姊妹》，唤醒一座城市的记忆
徐瑞成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一座城，孕育
一部剧。

随着开年大剧《六姊妹》的热播，该
剧以丰富的时代背景和细腻的情感刻画
迅速冲上全国收视率榜首并引发广泛共
鸣，观众直呼“有味”。 仔细“品味”，我们
发现该剧通过描绘何家六个女儿的人生
起伏，呈现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1 世
纪初近半个世纪淮南这个城市的社会变
迁和时代变革。 这部剧打动人心的不仅
在于剧情本身， 更在于它勾起了每个观
众心底深处对于生活、 情感和家乡的温
情记忆，就如同回顾一幅尘封的旧画，品
味一瓶醇香的陈酒， 聆听一首久违的老
歌，让人们在奔波劳碌中，仍能对未来怀
有美好的期待。

烟火味，对百姓生活的回望
“市井长巷，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是人

间。 ”《六姊妹》剧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
件，却用一个个平凡的生活瞬间，让我们
看到了那个年代的烟火气息和生活状态。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剧中主人
公何常胜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援社会主
义建设，携家带口从扬州江都移居安徽淮
南这座城市。 随着剧情发展，淮南这座城
市的饮食烟火气扑面而来。何家六姊妹在
吵闹温情中共同拼凑出真实质朴的日常
镜像， 平实的镜头下讲述着家长里短，呈
现出喜怒哀乐。幼小的何家丽饥饿难忍偷
吃油滋啦，汤为民为讨好何家丽请她吃淮
南牛肉汤， 何家文与陈卫国结婚散发喜
糖，方涛用“方氏法”煎鸡蛋博取何家欢的
欢心， 刘美心退休后用祖传秘方制作酱

菜，过大年居家团圆燃放鞭炮，所有这些
可谓是，锅碗瓢盆交响曲，油盐酱醋总关
情。 那个年代，老北头的店铺多得数不过
来，一家接一家，行人络绎不绝。各种叫卖
声、吵闹声、音乐声和欢笑声混在一起，充
满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岁月在老街的各
个角落散落，斑驳的外墙爬满了时间的痕
迹。 巷子里的过道和楼上的阳台，都被邻
居们晒满了衣服和床单被子，随风飘荡的
衬衣和花床单给晴朗的天空增添了一道
特别的“彩虹”。

这部剧如同一首悠扬的岁月之歌，
唱响在每一个观众的心中， 成为观众记
忆中难以磨灭的经典。 剧中的每一个角
色、每一个情节，都像是从现实生活中截
取而来，充满了烟火气，在观众心中荡起
了阵阵涟漪。

人情味，对生命成长的致敬
《六姊妹》作为一部年代剧，没有跌宕

起伏的传奇剧情， 却凭借对生活细节的精
准捕捉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让观众沉浸
其中。 它让我们看到，生活中充满了辛酸和
无奈， 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真实的人
生。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这部剧就像一
位老友，在诉说着过去的爱情、亲情和友
情的故事。 剧中情感绵长而质朴，何常胜
和刘美心的爱情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
只有平淡日子里的相互扶持。 家人之间
的亲情也是在日常生活中慢慢流露，一
家人吃饭时的欢声笑语， 生病时的悉心
照料，都让人倍感温暖。 这种亲情，犹如
一首复杂的交响曲，有温暖的高音，也有
刺痛的低音。 成长路上，六姊妹少不了争
宠、拌嘴、打闹，可血浓于水，关键时刻，
她们又能像紧密咬合的齿轮，齐心协力，
共渡难关。 汤家人上门挑衅时，何文氏轻
描淡写的一句“这碗猪油，就当给孩子补
身子的”，既平息了冲突，又维护了何家

的尊严。 何常胜刚去世时，四女儿何家欢
和五女儿刘小玲当着祖母的面争抢父亲
留下的工作，祖母虽然当时很寒心，但时
过境迁，还是选择了谅解。 剧集并没有对
这些纷争加以丑化， 而是用一种包容的
视角，去展现一种“做姊妹，有今生没来
世”“吵不散闹不走”的家庭情感纽带。

在时代的变迁中，何家六姊妹经历了
婚恋、工作、生活等各种命运起伏。虽然有
过矛盾，有过离心的时刻，但好在经历了
风风雨雨，六姊妹逐渐明白了父亲生前一
直强调的“家”的意义，家庭不仅是避风的
港湾，更是力量的源泉。

市井味，对世态风貌的俯视
《六姊妹》不仅是一部家庭情感大剧，

更是一部淮南的“城市纪录片”。跟随剧中
足迹，既能触摸到历史的肌理，也能品味
到市井的温情，它让我们感受到社会发展
的速度和喜悦。

剧中， 无论是老宅街巷中的时光印
记，还是舌尖上的热辣滚烫，淮南的过去
总有许多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这里的市
井巷弄，藏着老城的味道。 从某种意义上
说，菜市场就是“地方芭蕾”的舞台，无论
是卖家，抑或是买家，都在这一方舞台上
跳出自己的节奏。它是世俗的、接地气的，
也有着独特的 “优雅”， 认真对待一日三
餐，认真生活，本就是一种优雅。同是去菜
市买菜，刘美心表现的“本分”，王怀敏流
露的“贪念”，刘妈具有的“圆滑”，汤婆子
喜欢的“刁钻”，都展露无遗，但这却是老
百姓的真实生活。 无论岁月怎么变换，他
们只求温饱，只图和家人团聚，这便是幸
福。此外，门前人来人往的牛肉汤餐馆，生
活气息浓厚的宝艺浴池，还有那些名不见
经传的老码头、服装店、小旅馆，这些地方
演绎着生活的热闹， 造就了曾经的繁华，
也承载着人们的回忆和情感，成为市井味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井味道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气息，更
是一种文化符号， 代表了普通人的生活
哲学和对平淡生活的追求， 体现了市井
小民的本真态度和朴素情怀。 《六姊妹》
的爆火，折射出观众对“真实”的渴望。

年代味，对时代胶片的冲洗
《六姊妹》的年代质感堪称“教科书级

别”。 肉票、煤油灯、老布鞋、土墙瓦房，剧
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浸透着时代的烙印，还
原了上世纪以来淮南这座淮河岸边城市
的历史面貌。

《六姊妹》是一部成功的年代剧，它引
发了观众的时代共情和集体怀旧，年代味
十足。 六姐妹、四代人，共同呈现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新世纪初以来五十余年一
个家庭的发展演进史。 剧中早期场景，墙
面贴满废报纸充作墙纸，虽显简陋，却精
准还原物质匮乏时期百姓的生活智慧。墙
面上张贴的毛主席画像及宣传画，不仅是
装饰，更是特定时代意识形态与社会氛围
的直观呈现。地面铺设砖头，质朴粗糙，尽
显外乡人家庭居住条件的艰苦。从窝窝头
配咸菜，到何家丽组建小家庭后的“三转
一响”，再到何家文的嫁妆为电视机等，时
光的流转通过这些实物载体彰显出来。
特别是剧中对 80 年代细节的还原，二八
大杠自行车、搪瓷缸子、的确良衬衫、红
旗照相馆、老式缝纫机、泛黄的全家福，
让观众秒变“年代考古学家”。 剧集将历
史事件嵌入家庭日常， 让时代脉搏与人
物命运共振， 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肉票争
抢，到改革开放后的个体创业；从唐山大
地震的防震棚焚毁， 到市场经济浪潮下
的婚恋自由，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痕迹。

尽管《六姊妹》叙事节奏轻快，时间跨
度宏大，但故事里流淌着的是静水流深的
真情，它让观众在熟悉与陌生之间体会出
深刻的乡愁，并且懂得，这世间唯有付出
爱与责任，才能抵御岁月的碾压和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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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姚皋湖
孟 莱

我喜欢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喜爱
家乡荷花万亩的焦岗湖，也爱市政府南
面人民公园里的姚皋湖。 它虽然名不经
传，但却给居住在周边的人们平添了许
多生活的乐趣。

姚皋湖面积 42 公顷。 这里春有色，
夏有荫，秋有香，冬有景。 湖边步道洁净
宽敞，道路两旁花团锦簇绿树常青。 水
中彩桥曲折蜿蜒轻巧别致。 有的直通书
店，有的连接沙滩，有的伸至湖心。 其中
五环栈桥与体育馆鸟巢遥遥相望。 这不
仅为游人提供了跨越水域的便利，还与
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不仅增添了漫步
浮桥的美感，还可以让人们尽情地欣赏
水上的景色， 感受它的平静与清凉，更
可以享受与自然亲近的乐趣。

早晨 ，朝霞染红了天际 ，湖面红彤
彤一片，像一幅绚烂的油画。 不由得使
你想起“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诗句。 渐渐

地太阳升高了 ， 湖面上会出现两个太
阳。 整个湖银光闪闪，会晃了你的眼睛。
此刻 ，绿头鸭 、黑水鸟凤头鸊鷉像聚会
似的赶来。 有的三五成群，相互追逐嬉
戏，有的各自独行自娱自乐。 刚刚还看
到一只白脖鸭在逍遥自在，一转脸它就
不见了。 有的鸭子游着游着，突然一个
猛子扎进水里，不一会儿又在几米之外
浮出水面。 偶尔，白鹭、夜鹭也会飞来，
时而在湖面上翱翔，时而驻足水面做短
暂的停留。 招来鸟类摄影爱好者驻足芦
苇边举镜长守。

夜晚，姚皋湖更有一番情趣。 静谧

的湖岸华灯璀璨， 色彩斑斓形态各异。
南岸不远处新打造的春申里商业街大
展其秀，灵巧的设计师用各色灯光在宽
大的夜幕上勾勒出小镇的雏形。 每当看
到此景，我就会立刻想起法国的休闲小
镇普罗旺斯来。

春天湖上更美。 每当风和日丽的时
候， 风筝爱好者们会在东岸的草地上聚
集。他们带上茶水、果子，来这里放飞心爱
的宝贝。 每当这时，蓝天上会出现五颜六
色、各式各样的风筝，让你目不暇接。有八
仙过海、章鱼、鲶鱼、凤凰、鹞 、鹰……你
抬头仰望 ，那真是 “筝 ”击长空 ，万里霜

天竞自由。 低头俯视，水中倒影随波摆
动姿态神奇。 风筝升高了，主人便把手
中的线把定好了位， 只管喝茶聊天，尽
享其乐好不惬意。

秋冬季节也有情趣。有时大雾四起。
整个山南浸泡在浓雾里。 这时的姚皋湖
便像神秘的仙子悄悄地躲藏起来。 湖上
的一切都不见了踪影。 周围的楼宇只剩
下个尖尖儿，仿佛海市蜃楼出现在眼前。
渐渐地雾散了， 湖仙子也慢慢地揭开了
面纱，岸边的花草树木，周围建筑群的倒
影映在清凌凌的水里清晰可见。

姚皋湖最早是用于灌溉的水库，现
在是山南水域面积最大的综合性公园
的一部分 。 成了人民公园最靓丽的风
景。 要说山南中央公园是城市的绿洲，
那么姚皋湖就是这片绿洲上的一颗明
珠。 她给我提供了理想的健身场所，给
游人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错 位
张 正

郊区某个集镇上， 有家熟食店猪头
肉做得口味极好，我们慕名驱车去买，到
了人家介绍的那个桥头才发现， 桥头一
左一右各有一家卖猪头肉的熟食摊。 自
然 ， 一家生意红火 ， 门面前排起了长
队———对于许多生意，如今，这是很难得
的场景了；另一家，门庭冷落，那一刻，过
往的车辆和行人来去匆匆， 没有见到一
辆、一位顾客为它停驻。

我评论生意冷落的那家说：“这家店
开得真不是地方，或许它的味道也不错，
但它的竞争对手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
度，有了成熟的市场，想从中分得一片蛋
糕，不容易。 ”同行的有人附和我：“关云
长面前舞大刀，十有八九是自现其丑。 ”
也有人不认同我的观点，说“不一定”，并
搬出郊区另一个集镇上的“老鹅现象”反
驳我。

那个叫岔镇的集镇， 只是一个靠在
路边的农民集中居住点， 并不是行政区
划乡政府或镇政府所在地，一开始有一
家做盐水鹅的做得颇有特色，既零售，也

批发，后来做起了全鹅宴，开起了饭店，
生意越做越大， 越做越兴隆。 而在它的
左右，又先后有四五家店借助 “岔镇老
鹅” 的品牌， 把同样的生意做得红红火
火，形成了规模，远近闻名。 现在，附近
几个城市的人， 都有专程开车来岔镇吃
老鹅的，特别节假日晚间，每家店门口都
停满了车。

所以，在岔镇这个地方，商业竞争不
是“你死我活”的生意对手，而是大家挤
在一起“取暖”，抱团发展，相得益彰，产
生集聚、广告效应，一荣俱荣。

前不久， 小城又热热闹闹开了一家
婚纱摄影公司， 在它的隔壁就是一家市
场已经做得很好、在小城知名度最大的
婚纱摄影公司，据说新开张的这家主人，
是隔壁那家原来的技术人员， 架势很明

显： 公平竞争———我就是要分得市场一
杯羹！

新店开业这天， 我从载歌载舞的宣
传台前经过， 以旁观者的身份说了几句
不痛不痒的评价：有魄力，但结果也可想
而知，要么俱荣，要么俱损———市场就这
么大啊！ 要么就是最难堪的局面， 某一
方惨败……

我见过不少一荣俱荣的例子。
在某条小街上， 有家油条烧饼店生

意不错， 而它旁边的一家小吃部生意却
不怎么样，快要走到关门地步时，店面低
价过给了别人。新的店主改变经营思路，
不再以面条包子为主， 而以豆浆绿豆稀
饭为主， 人气很快做上来。 顾客在旁边
买了烧饼油条，来他这里喝一碗稀饭豆
浆，顺理成章，结果，两家店生意都十分

红火，“去××街喝一碗稀饭、 来两根油
条！”这成为某个特定消费群体时常挂在
嘴边的话。

有家叫诺亚方舟的歌厅， 生意比较
好， 歌厅门口一家东北烧烤店， 生意也
好。 这两样生意，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也
许很少有人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去了几
次，我发现，深夜来吃烧烤的，至少有五
分之一是刚从歌厅出来的， 曾经因进歌
厅而来吃烧烤现在是“回头客”的人更无
法统计。

生意场上的竞争错综复杂， 也颇为
奇妙。

我不做生意，没有见识过大的生意，
但身边这些小经营、小行当的竞争，常常
引发我一些思考。 我喜欢把这些现象与
人的发展联系起来———

我们必须承认竞争的客观存在和合
理性。 竞争不是一定要成为对手。 竞争
有时是一种错位、一种双赢。竞争不是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不是心存侥幸，而是需
要理性、智慧，需要审时度势后的判断。

六姊妹：关于淮南的叙事本体
岳葆春

蜂窝煤在绣花鞋里发芽时
哑巴渡口的柳树正把淮河编成
一条会转弯的辫子
二道河是六姊妹的发卡
电厂的烟囱
是六姊妹的云钗

来自江都的纽扣在晾衣绳上结冰
我们用体温焐热旧课本
扉页的蝴蝶褪色
老街钟楼的时针锈蚀
向阳的天空布满鳞片

老北头的铁匠铺在喘息
掉落 1952 年的炉渣
红旗照相馆的门板映红
谁的围巾包裹在五一商场的柜台

里
绣成六条不会融化的雪痕

当民国小镇的门环长出铜绿
姊妹们始终是
水缸里游动的六片月亮
被黑夜舀起时
突然学会了发光

高高崛起的克虏伯井架
爬满了姊妹们的欲望
二中校服口袋里的蝴蝶标本
忽然颤动翅膀

这是六姊妹的家乡
山川、河流、云朵织就淮南的梦

想

开花的春树（外二首）
徐满元

一棵开满鲜花的春树
让我不得不相信
树有百口的事实
一朵花瓣重重的花
叫我对口有百舌
深信不疑

蜂蝶都只不过是
开花的春树用来
表情达意的词语
“嗡嗡”的声音
多姿多彩的形体
都是词语丰富的含义

与开花的春树
若即若离的鸟儿
仿佛树的灵魂
谁能弄懂鸟鸣的谜面
谁就能知晓一棵
开花的春树的谜底

那静静高悬的蓝天
飘来飘去的白云
都是开花的春树的梦境
而每一缕春风
都是一条捷径
连接梦外梦里

种子落进泥土
种子一落进泥土
泥土便吃了定心丸
慌张与虚无顿时
见猫老鼠似的
逃得无影无踪

落进泥土的种子
鱼饵一样香喷喷
蚯蚓闻之便也
鱼儿般畅游起来
荡起层层涟漪
扩散出地表后
被更名为春意

悠长而明亮的鸟鸣
抛来韧性十足的钓线
树冠都被编织成
一个个腾空的鱼篓
随时准备装满
花叶和果实的鱼儿

童声鼎沸
鼎沸的童声
把快乐变成了
漂浮其上的汤圆
咬一口便甜透心窝

鼎沸的童声犹如
质量上乘的银挖耳扒
将耳朵里淤积已久
腐蚀听觉的世俗
一下子掏得一干二净

叫鼎沸的童声包围
身处其中的闹市
也瞬间化作一棵
盛产鸟鸣的树冠
被笑开花的海浪
拍打着的岛屿一样
闹中取静

恐 河
张明重

河边长大的孩子， 几乎没有不会
游泳的。 但张小军是个例外。

老家的村子外有一条大河，很宽，
很大。 每到夏天， 男女老少都喜欢到
河里面洗澡，以解暑热。 久而久之，都
学会了游泳，最不济的也会两三下“狗
刨”。

每当我们像鱼儿一样在河里面游
来游去的时候， 张小军就坐在河边羡
慕地看着，任我们如何的引诱、激将，
他就是不下河。 有一次， 我和几个小
伙伴趁张小军不备， 全然不顾他声嘶
力竭的挣扎， 抬头的抬头， 搬脚的搬
脚，把他扔到了河里。 谁知，张小军在
河里竟然晕了过去， 一动不动地往下
沉。 把我们几个吓得够呛， 连忙七手
八脚地把他捞了上来。 张小军脸色苍
白地躺在岸边， 缓了好大一阵子才清
醒过来。

后来，张小军的父亲对我们说，张
小军有恐河症，一到河里就犯晕，让我
们不要再和他开这样的玩笑了。 听说
过有恐高的、恐血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有恐河的。 但想想张小军在河水里的
表现，我们也相信他的确有恐河症，也
就不敢再把他往河里扔了。

张小军的恐河症成了我和小伙伴
们的笑料。 每次， 我和小伙伴们故意
拍着洗得白亮亮的肚皮炫耀似的从张
小军面前走过， 大腔小调地说在河水
里洗澡如何如何的舒服， 游起来多么
多么的美。 张小军只能羡慕地看着、
听着， 默默地回家让他妈妈烧上一盆
温水来擦试身体。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各自忙于学
业。 但聚在一起的时候， 仍拿张小军
的恐河症当作笑谈。 张小军只是憨憨
一笑，说我天生怕河，又有啥法子呢？

高中毕业后， 张小军去了南方打
工。 想想张小军小时候面对河水的窘
态，我暗自偷笑，不知道他在河流密布
的南方如何生存。

这年，南方的雨水特别多，好多地
方都发了特大洪水。我感到很揪心，时
刻关注着电视里的新闻， 了解抗洪救
灾的情况。我也给张小军打去了电话，
想问问他那边怎么样，但他没有接。

这天，我打开电视收看新闻，新闻
上正在报道抢险救人的事情 。 画面
中， 我看到一群人系着安全绳跳入湍
急的洪水中， 去营救被困在洪水中央
的群众， 画面给了一个救人英雄的特
写。 我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这不正是
张小军吗？ 只见他一脸的坚毅， 正有
力地挥舞着双臂， 向被困群众游去。
这小子不恐河了？ 我对张小军的表现
既骄傲又担心。

过了几天，洪水退去，张小军给我
打来了电话。 热情地寒暄后， 我调侃
地说：“原来你的恐河症是假的。 我在
电视上看见你游得挺好， 姿势还挺标
准。 ”张小军笑了，说：“我当时也不知
道自己从哪里来的勇气， 只想着把被
困群众救出来， 根本没有想自己怕河
水不怕河水， 只顾一味地往前冲。 至
于姿势，大概小时候看你们游得多了，
自然也就会了。 ” 我说：“等你休假回
来了，咱们到河里好好游一游，让我们
也看看你游泳的风姿。 ” 张小军爽快
地答应了。

过了一个多月， 张小军休假回来
了。 我和几个儿时的伙伴约张小军一
起到河里游泳。到了河边，张小军换上
了泳衣，紧张地盯着河水，迟迟不敢下
水。

我走上前， 笑着说：“你小子装什
么装？ ”一下子把他推进了河里。 没想
到， 张小军竟然又恐河了。 只见他在
水里手足无措，惊慌地挣扎着，呛了几
口水，手忙脚乱地爬了上来，坐在岸边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看着张小军狼狈的样子，我想笑，
却又一声也笑不出来， 只觉得眼眶里
湿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