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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集

在中国荧屏上，年代剧和家叙
事反复让观众唏嘘，人们感慨的不
只是故事，更是其间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人生浮沉。就像如今的流行
语所说“我们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
对青春的感悟”，电视剧以其独特的
篇幅优势，塑造鲜活各异的群像，好
让人在不同角色身上看见“世上另
一个我”或者“世上曾经的我”。

《六姊妹》打开了何家的家庭
相册。奶奶何文氏温厚宽容，虽出
身“旧时代”，但识大体、有智慧，是
何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与情感
黏合剂；父亲何常胜是一家之主，
为人良善，常提点女儿们“无论啥
时候，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咱
们家才能兴旺发达”；母亲刘美心
是我们印象里中国妈妈的典型样
子，在厂里和男工拼产量争先进，

回家还得盯着煤球炉子给孩子熬
粥；大姐何家丽剪短发、扛麻袋、带
着妹妹们和街坊呛声，活脱脱把

“谁说女子不如男”刻进骨血；二姐
何家文想过安稳人生；老三何家艺
争强好胜；老四何家欢性格独立，
走在时代前端；老五老六小时候一
起闯过祸，长大成人后或许也不按
常理出牌……

何家三代人的故事里，有小家
的家长里短、中国人传统“家和万事
兴”的家文化，也有代际间的交流、
碰撞。比如何常胜对“顶门立户”儿
子的执念由浓到浅，既是接受命运
的安排，谁又能说不是从家庭内部
关系到社会外部环境变化的投射。
比如何家丽作为长姐，自幼承担家
庭责任。她心疼妈妈满是冻疮的
手、把毛衣拆了编织手套，她心疼父

母负担重，把自己上班后的第一份
工资郑重其事地当着全家面交给了
父亲。而成长于物质相对富足、思
想渐渐开放年代的何家艺、何家欢
等妹妹，她们的故事也与今天的我
们渐渐接近，个人选择与独立发展，
成为更被强调的章节。只是，无论
怎样变迁，哪怕经历争吵与不如意，
家永远包容个体的叛逆，家亦永远
是每个人温暖的港湾。

如果再循着何家众人的生活
轨迹看，剧作还把触角延伸到更广
泛的地缘、乡情、社会的层面：朱老
大用皮袄换肉票的义举，张秋芳分
享生理知识的私语，这些散落在艰
难岁月里的温暖碎片，折射着中国
观众无比珍视的情感观。

（文汇报，图片来自剧方公开
物料）

音乐会《倾城之恋》

这是一场以爱为主题的情人节专场
音乐会，精心编排了多首耳熟能详、唯美
动听的中外经典名曲。管乐齐鸣，是生
活中最璀璨的烟火。当交响乐与流行乐
跨越界限，仿佛展现了爱情最动人的模
样！让爱，在交响乐中回响。何止情人
节，还要朝夕，一生所爱，直至永恒……

■ 演出时间：2025年2月14日 19:30
□ 演出地点：无锡大剧院歌剧厅

《你的颜色》

高中生日暮窦子拥有看见其他人内
心颜色的能力，她憧憬着同学作永君身
上亮丽的色彩。作永退学后，窦子在小
镇的旧书店找到了她，并结识了同样拥
有明亮色彩的少年影平路易。在窦子的
提议下三人组成了乐队，开始创作起属
于自己的歌曲。随着校园庆典的临近，
从音乐中获得安慰与力量的三人，在日
吉子老师等人的帮助下，决定用人生的
第一场演唱会直面真实的自己。

■ 上映时间：2025年2月21日

《180天重启计划》

本剧改编自豆瓣阅读连载小说《180
天陪产计划》，作者楚棠。28岁的顾云苏
经历失恋失业的双重打击后，在前路迷
茫找不到人生方向时义无反顾选择回家
找妈；原本打算“啃老”的顾云苏在毫无
准备的情况下成为“叛逆”老妈吴俪梅的
贴身护工。伴随着重组家庭的新成员，
上演了一出出啼笑皆非又温暖治愈的亲
情故事。在180天陪产的日子里，顾云
苏也逐渐体会到对母亲的深度依赖和珍
惜，吴俪梅也对女儿有了“小棉袄”般的
真切体验。

■ 首播时间：2025年2月17日
□ 播出平台：湖南卫视、芒果TV

生活的河流里，再读家的真谛
《六姊妹》热播，成今年首部收视率破4电视剧

淮河水蜿蜒，从扬州乘船
来到淮南的小家丽问奶奶：
“爸妈为什么来这儿？”奶奶何
文氏答：“支援国家建设。”家
丽接着问：“什么是支援建
设？”奶奶笑言：“就是让我们
天天有锅巴吃。”一小段祖孙
对话，透着那个年代人们朴素
又真挚的热望：家好，国也好。

合家欢的浓郁氛围里，新
春大剧《六姊妹》在大年初六开
播即热播。故事围绕何家老一
辈及六个女儿展开，在上世纪
6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时间跨
度里将他们跌宕起伏却始终血
脉相依的人生娓娓道来。中国
视听大数据（CVB）显示，该剧
在CCTV-1黄金档播出后连
连刷新收视数据，首集破4，第
七集更冲上4.734%，成为今年
首部破4的电视剧。

就像剧本总顾问李京盛
所言，“生活本身就是一条不
断的河流，无论创作者截取哪
一段，都应兼顾这条河流的来
源和它将要流向的远方”，《六
姊妹》为观众提供的，便是在
生活的河流、时间的脉络里，
我们与祖辈、父辈或者小辈一
起，再一次阅读家的真谛。

蒸汽轮船的轰鸣声里，何家三
代人的迁徙轨迹轻轻掀开那个年
代的生存图景。1962年秋天，从扬
州到淮南，奶奶何文氏带着长孙女
何家丽来投奔支援建设的何常胜
与刘美心。祖孙包袱里揣着始终
舍不得吃的芝麻糖，既是舍小家为

“大家”的特殊见证，也是平凡家庭
在时代洪流中抓住的微小确幸。

每段故事开始的地方都是家，
每个人最初的记忆都是家人。《六
姊妹》以微观的小家来看“大家”的
源流，透过普通人的命运走向勾勒
时代进程，让观众在最亲切的家庭
点滴里触摸历史的脉搏。

写人们生活的跃迁，何家的餐
桌是注脚之一。物质匮乏的年代，
窝窝头配咸菜，再加一碗没有油腥
的青菜汤就是一顿果腹的家常饭，
奶奶熬的几块猪油渣还是供刚生
完孩子的美心专享。待时光流转，
长女家丽的新婚有了“三转一响”，
何常胜对妻子的疼爱也渐从馓子、
花生变成了糖。

写恢复高考，何家丽的闺蜜秋
芳为爱考医，思量的是余生照顾好
遭遇意外的丈夫；何家老二家文对
高考的态度暧昧不明，三分是想早
日上班像姐姐一样分担父母的辛

劳，更多的或许是不争不抢的性格
使然。剧中人没有全知视角，但观
众会明白，后续的剧情也会证明，
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一次机
会。

而从不同代际人的情感归属
上，时间的力量更从幕后显影。大
姐与大姐夫相识在参军报名处，人
民子弟兵总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
信任所系。老三家艺天生不服输，
她与家有兄弟十人的欧阳宝相逢，
因为敢爱敢恨，所以会打破“父母
之命”的束缚；又因为敢作敢为，他
们在下海经商潮里收获了第一笔
财富。只是，市场经济的浪潮下，
他们的小家何去何从，观众等待性
格与时代共同决定的命运。

从家庭群像里，看亲缘观念的演变

以微观的小家，
见“大家”的源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