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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中央广电总台给淮南人民送来一
份节日大礼，电视剧《六姊妹》在央视一套黄金时
间播放，这部讲述淮南故事的家庭伦理剧，一时
间让淮南万人空巷，熟悉的生活场景唤起无数淮
南人的回忆。

这部以城市命名的电视剧《六姊妹》，以艺术
的方式重构了淮南这座崭新工业城市的命运浮
沉。当虚构叙事与真实地理坐标重叠，荧屏上的
家长里短便成为解码城市精神的密钥。从楚风
汉韵的千年积淀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荣光，从
南北交融的地域性格到移民城市的集体记忆，这
部作品以微观视角切入宏大叙事，在时代褶皱中
勾勒出城市文化基因的传承图谱。

一、历史记忆里的文化基因

淮南位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是个充满
故事的地方，这里不仅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的物
候分野线，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
交汇点。历史上南北文化的杂糅融合塑造了淮
南人刚柔并济的性格底色。

从历史文化的渊源来看，对淮南地区影响最
早、最为典型的当属楚风汉韵。公元前241年，
楚国最后迁都寿春，虽然只有短短18年的时间，
但是却给这个地区留下深远的影响。代表楚文
化最高成就的国宝重器、兵甲马车、文赋竹简封
藏在淮南大地的古墓之中。而楚人刚烈无畏、筚
路蓝缕的开拓基因，则被完整保存在淮南各地以

“郢孜”为名的村落中，其生活习俗深远地影响着
后世；西汉初年（公元前203年），刘邦封英布为
淮南王，首置淮南国，淮南第一次作为一个行政
区地名出现。第四任淮南王刘安在继承先秦道
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
部分，编撰了博大精深的《淮南子》。这部著作对
中国后世的哲学、自然、文学、神话等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其质朴纯真、顺应自然、敬天爱人的思想
也深入到当地老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之中。

在这块南北交融汇合地带上，兼容并蓄，开
放包容。“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两种风
情可以同时并存，饮食上可甜可咸、可米可面，南
方的柔婉秀丽、北方的豪放刚烈，皆能融入到当
地人民的秉性之中。正如剧中大姐何家丽既有
北方女性的果敢，又不失江南女子的细腻。像剧
中何家厨房里既有北方的手擀面，又有南方特有
的酱菜，这种饮食混搭正是文化交融的具象呈现。

二、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荣光

电视剧《六姊妹》中的淮南，与历史的牵绊不
多，它诞生于新中国的怀抱，是一个全新的工业
城市。1952年，淮南因煤建市，无数建设者在共
和国的号令下，从全国各地赶赴淮南支援建设，
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蓬勃朝气，也赋予了这座城市
包容奋进的开放气质。这个城市里汇聚最多的
产业工人是煤炭工人，他们淳朴、直率、豪爽的性
格形成了这个移民城市最典型的地域特征。像
何家老三何家艺敢爱敢恨、直爽仗义就是典型的
淮南人性格。

在这部剧中，虽然对工业大生产场景呈现不
多，但通过六姊妹日常生活侧面反映了淮南的发
展状况。当镜头掠过淮河岸边的红砖厂房，那些
来自五湖四海的援建者方言交织的市井声，构成
了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声音景观。一栋家属楼
里，既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山东的，南北交融
构成这个移民城市的特点，淮南人走南闯北，见
识多、自信大方是淮南人的身份标签。

剧中“玉兔”肥皂、“老虎油”酒、“春燕”酱油、

“益益”奶粉、“亨得利”眼镜，这些淮南本土特产
的镜头，不仅是怀旧符号，更是重工业城市轻工
业配套的时代注脚，那时候淮南不仅有配套完整
的轻工业体系，并且有着引以为傲的煤电化国家
战略产业。说起那个时代的淮南，足以让每个淮
南人骄傲。

淮南修筑了安徽省第一条铁路——淮南铁
路，建设了第一条35千伏输电线路，安装第一台
TQC型空冷6000千瓦汽轮机发电机组，并网发
电了国产第一台60万千瓦机组，建设了规模亚
洲第一的顾桥煤矿，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纪录。
由于极为重要的煤炭能源的战略地位，在上个世
纪，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聂
荣臻、李先念等先后视察淮南，给淮南人民带来
巨大鼓舞。

上世纪50年代，淮南煤矿就成为安徽省三
大支柱产业之一。随着煤炭的不断开采，电力工
业也成为淮南的支柱产业。从上世纪50年代到
本世纪初，淮南拥有6座大型火力发电厂，装机
达1555万千瓦，被称为“火电三峡”。化工产业
也同步上马，上世纪50年代末，淮南化肥厂就具
备了5万吨合成氨生产能力。

煤电化的发展带动了地方工业崛起，淮南迅
速形成工业门类齐全、重工和轻工同步发展的工
业格局，成为安徽省重要的工业城市，也是全国
13 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和七大煤电基地之
一。淮南煤炭、电力源源不断地供应上海等城
市,当年华东地区每用4吨煤就有淮南的一吨，上
海市每用6度电就有淮南的一度，华东地区的工
业发展离不开淮南的能源支持。

在那些蓬勃发展的岁月中，工厂车间里承载
了无数淮南人的青春岁月，厂里的集体宿舍、厂
办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医院走廊的来苏水气息，
这些细节堆叠出新中国建国初期工业文明的日
常生活片段，成排的厂房、车间、仓库组成的城市
肌理中铭刻着新中国工业化的原始密码。

这部以淮南实景拍摄的故事真实、接地气，剧
中的何家姊妹，仿佛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们的
家长里短、喜怒哀乐构成了普通人家的苦乐人生。

从上世纪的60年代到本世纪初，这近半个
世纪的时间，社会形态急剧变化，人的思想意识、
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时代在变，物
质极大丰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何家从最初的
小平房简陋的生活设施，到后来配套完善的三居
室，生活条件一步步地在改善，但生活中该有的
挫折一样不少。时代在改变，但生活中总有些东
西是不会改变的，人性的善良、对家庭的守护、对
亲情友情的珍惜等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一直在传承延续，这也是中国社会延绵几千年的
奥秘之所在。像何家大姐何家丽身上既有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坚守，又有新中国女性“妇女能顶
半边天”的自尊自强。她们善良、坚强、团结，是
家庭中最坚韧的力量。像何家老三何家艺，在皮
毛生意失败后不言输不放弃，敢于重头再来，在
逆境之中，她们勇敢承担家庭和社会中多种角色
和挑战，这些女性撑起未来的希望。她们身上释
放的温暖和美好，在任何时代都是生活中最为坚
实的力量，这也是这部剧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

此外，剧中人物在国企改制、下岗再就业等
历史节点上的抉择，折射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轨中普通人的挣扎与进取，他们默默承担社会
转型中的阵痛，与国家同甘共苦。如今回首望
去，正是这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蹚过岁月的激流，

撑起了时代的宏大叙事，这种将个人命运嵌入时
代洪流的叙事策略，使家庭伦理剧升华为城市精
神史诗。

三、文化赋能探寻城市转型发展

《六姊妹》一经播出，给淮南带来巨大关注热
潮。尤其作为淮南人回眸过往的辉煌岁月，更期
待淮南能尽快转型崛起，破茧成蝶。与许多城市
相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淮南，有着自然人文
等多方面不可多得的独特优势。

其一，丰富的水资源保障了工农业的发展。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两岸如今成为名
副其实的淮河大粮仓。淮河从市境穿过，为农业
生产提供了可靠的水资源，完善发达的水利设
施，有力地保障了农业生产和粮食丰收。此外，
淮河还为电厂、煤化工基地提供了充足的工业生
产用水。

丰富的水资源给渔业生产创造了必要条件，
高塘湖、瓦埠湖、焦岗湖三湖环绕，此外还有安丰
塘、蔡城塘等众多湖塘，构成了优越的渔业资
源。淮河特有的淮王鱼、瓦埠湖出产的银鱼以及
高塘湖优质水产品，远销浙江杭州等地。

其二，地理位置四通八达。淮南处于承东启
西、南北对流的重要位置，是沿海通向中西部的
走廊，历史上素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之称。
经过多年建设，淮南拥有齐全的交通设施，构成
水、陆、空的立体交错的交通网络。

高铁方面，境内有两条高铁线，京福高铁和商
杭高铁穿境而过，全市设有4座高铁站，无论是南
下北上，还是东来西去都十分便捷。周边8个省会
城市6小时内可达，淮南到达合肥仅需30分钟。

公路拥有“二纵一横”高速线，17条国道省道
干线，482条县乡道路，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水运有独特的优势，淮河穿境而过，水路通
江达海，且货运价格低廉。除了淮河航道之外，
江淮运河也已开通，一条崭新的江淮运河大通道
与京杭大运河遥相并行呼应，千吨以上货轮从此
可以直接经长江入大海。

空运方面，省内唯一的综合机场新桥机场位
于合肥、六安、淮南之间，距淮南不到100公里的
路程。

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淮南同时被纳入2个
国家级战略经济带，既是淮河经济带上的重要城
市，也属长三角一体化经济圈，具有参与“长三
角”分工合作、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和条件。

其三，在文旅方面淮南同样拥有不可多得的
红、绿、古资源。红有小甸集党支部、大通“万人
坑”等红色教育基地。绿有八公山、舜耕山、上窑
山等森林公园。古有寿县古城、武王墩古墓、八
公山古战场、寿州古窑址等历史古迹名胜。此
外，还有众多的现代工业文明煤矿遗址。

当前，淮南正站在转型发展的新起点，淮南
应重新激活城市的基因密码，以文化赋能推动文
旅融合发展。从八公山豆腐宴到寿州古城灯光
秀，从煤矿遗址公园到《淮南子》数字体验馆，从
九龙岗民国小镇到武王墩博物馆的兴建，这座城
市的文化基因等待被重新塑造。

电视剧的热播不应止于短暂的话题效应，更
应成为城市文化自觉的契机在工业遗产中寻找
美学基因，在楚汉文化中提炼当代价值，让“南北
分界”的地理特质转化为文化创新的跨界优势。
正如剧中人物在时代浪潮中始终保持的生命韧
性，今天的淮南更需要以文化自觉重构城市叙
事，让历史文脉成为转型发展的精神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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