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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六姊妹》根据淮南籍作家伊北
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写的是淮南市田家庵
老城区普通老百姓家庭的生活故事。伊北
本人把小说改编为剧本之后，又直接参与把
电视剧拍摄取景地选定在淮南，由此可见，
伊北对故乡淮南的感情之深。而作为央视
开年大剧，2025 年新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
首播后，引发巨大反响，全国观众热情议论，
并带动了淮南文旅热潮。

《六姊妹》年代跨度大，人物角色多，讲
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到本世纪初何家老一辈
人及六个女儿的家庭故事。剧集以半个世纪
的时间跨度，通过何家四代人的日常生活经
历，具体而生动描绘了淮南社会一个普通家
庭的日常生活艰辛与命运变迁，真实呈现了
淮南人在不同历史年代所具有的生存方式、
情感状态和伦理关系，并以亲情血缘为纽带，
展示了家庭文化的凝聚力和人性温暖。《六姊
妹》开播后，有人说是“万人空巷”，确实有不
少家庭，老少几代人围坐在电视机前专注收
看，引发了人们对淮南城市发展历史的亲切
回忆。《六姊妹》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主要是剧情围绕淮南人熟悉的家庭生活展
开，包括代际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
等，在谋生过日子的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困
难阻力，或发生什么矛盾冲突，都会在尊老爱
幼、团结互助、相亲相爱的家风环境中得到帮
助和化解。特别是剧中反复呈现了我们都喜
欢的家庭式聚餐，这是最能表现家庭和谐氛
围的重要载体。通过聚餐，家庭成员间在举
杯示意中，感受亲情、消融矛盾，充分展示了
家庭文化的亲情魅力。

观看《六姊妹》，我们这些有着上世纪 60
年代和改革开放前后工作生活经历的人，能
深切感受到不同年代淮南寻常百姓具体的
生活景象：困难时期一粥一饭的艰辛，老少
同堂的温暖，烛光灯火中激励着六姊妹成长
的责任担当等。剧中通过年代背景的变化，
人物的迭代与成长，点滴生活的改变，引领
我们一步步进入当下生活。这就是剧中何
家四代人的家庭生活故事，既具有年代的厚
度，又体现新时代的脉搏，六姊妹各自所焕
发出的生命张力，契合了我们淮南人的工作
生活实践。

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是一个人成长和情
感依托的地方，是梦想启航的地方，也是心
灵的归宿。人生的起步阶段，一个人精神品
质的养成，主要受家庭文化和家风家教的滋
养。中国人历来重视家风家教，中国优秀的
传统文化“崇正义、尚和合”“和气致祥”的价
值理念，在几千年传统的家风家教实践中，
形成了一套人们自觉奉行的中华民族传统
家庭美德。优秀的文化作品，特别是受众广
泛、讲述家庭生活故事的影视剧就应当传播
中华传统美德。《六姊妹》通过讲述何家几代
人半个世纪的生活经历，把淮南人的传统家
庭美德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
展现，这也是该电视剧一开播就赢得淮南人
广泛情感共鸣的主要缘由。

一个几代共生的大家庭，遇事会有矛
盾、处事会有争执是很自然的，但在一个家
庭内怎样处理成员间的冲突，保持家庭的和
谐稳定，这是人们都关注的。这时，最重要
的是需要家中的长辈或者长者，秉持公正的
价值理念，对家人进行教化，使其明事理、懂
规矩、重亲情，消解矛盾，回归家庭温馨与和

谐。《六姊妹》用许多生动的画
面，合情合理地展现了何家长
辈和主事者在这方面的优秀
品质和智慧。

电视剧《六姊妹》在人物
塑造上没有脸谱化，非常贴近
淮南人的生活实际，具体细腻
地设置了姐妹六人性格各异
的人生际遇。大姐何家丽，自
幼就感受到父亲对男孩的渴
望，她懂事后，也盼望自己能像
男孩那样让父亲骄傲，有一天，
她竟去理发店剪掉了自己的麻
花辫，自傲地跑到父亲何常胜
面前，问他是不是像男孩。她
这种性格秉性自然受何常胜和
奶奶何文氏的喜爱。在这样的
家庭环境中，也锻造了何家丽
成熟稳重、责任感强、遇事有主
见的性格，也让其成为家中主
事者。二姐何家文，温婉美丽、
坚韧沉稳，尊重大姐，遇事多赞
同家丽的意见。老三何家艺，
任性执着、爱出风头，经商致
富，遇事有主见，遭遇挫折也不
弃不怨，重在干。老四何家欢，
沉稳内秀、个性好强，勤学上
进，考上了大学。老五何小玲，
活泼开朗、爱跳街舞、敢于闯荡、命运多舛。
老六何家喜，自小娇惯、任性自私、格局狭小，
遇事依赖性强。六个女婿，老大张建国成熟
稳重，是何家的主要依靠，其他几位各有特
点，但都孝敬长辈，遵从何家规矩，爱妻育
子。《六姊妹》用大量镜头画面，展现了他们的
家长里短、谋生婚恋、情感纠葛。作为父亲的
何常胜是一家之主，他人品厚道，经常强调

“家和万事兴”，教育女儿们要把家维护好，要
规规矩矩做人行事，家里家外遇有纷争，都是
他一锤定音，妥善化解。奶奶何文氏宽厚慈
祥，常常在家人聚会时劝说大家要团结友爱、
互相帮助。作为六姊妹的妈妈刘美心，尊夫
爱女，勤俭持家，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在何常
胜因救人遭遇车祸离世后，由奶奶何文氏、母
亲刘美心、大姐何家丽形成一个“家委会”，家
里家外大小事宜，均由何家丽出面会同奶奶、
妈妈共同协调、商量、决断，使何家形成了这
样的家风：不管哪位遇有要事，大家都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好事，共享喜庆；难事，量力而
行，共担压力，有效解决。这让六姊妹在日常
工作生活中，不管身在哪里，心中都想着家，
遇事就有一种想“归家”的情愫。

淮南是在国家政策鼎力支持下，由多方
支援，通过艰苦奋斗，建设发展起来的，1984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较大的市”。国家较大
型城市，在长期的城市建设实践中，锻炼培
养了淮南人的不畏困难、艰苦创业的品质。
对此，《六姊妹》剧集中有不少生动展示。作
为六姐妹妈妈的刘美心，退休后没有享受退
休的清闲，而主动用祖传秘方，制作“八宝酱
菜”在街边摆摊，以宽家用。大姐何家丽遭
遇下岗，虽曾有消沉，但经过丈夫建国的劝
慰后，毫不犹豫地在街上做起卖青菜的小买
卖，起早贪黑，不辞辛苦。老三家艺开始经
商致富，后遇亏损破产，但不服输，并且劝慰
丈夫想方设法办起洗澡堂，虽然艰辛，但却
一直坚持。老四家欢，不屈服于当时生活环

境的压抑，坚持学习，考取了大学，成为六姊
妹中的佼佼者。老五何小玲，虽有一份正式
工作，但不满意工作环境，执意要到大城市
闯荡谋生，虽几经婚恋挫折，但不后悔、不示
弱，终于靠自己的坚持奋斗，赢得了满意生
活。这些故事，非常契合那个时代背景下淮
南一些多子女家庭的真实状况。

《六姊妹》最后两集的大结局，凸显了中
国家庭文化的主题，也使淮南人看完全剧后
颇感欣慰。六妹何家喜，身患白血病，需要
亲姐妹的骨髓移植治疗，才能治愈。得知这
一情况后，除老五因怀孕不能做骨髓移植
外，其他四位姐姐一致表示愿意。特别是大
姐何家丽第一个表示要到合肥去做骨髓配
型。细看剧集都知道，六妹何家喜因自幼受
到母亲偏爱，娇惯自私。她为了占有父母住
房和有关家产，常在妈妈面前献殷勤，并大
肆诋毁大姐何家丽，造成刘美心一度对老大
心有不满，并放任老六采取极端手段，逼迫
何家丽搬离她的住房。对此，何家丽心里清
楚，但面对妹妹生命大事，她一点都不犹豫，
第一个表示愿意捐献骨髓。特别是在决定
到医院做移植手术前，她把家里的全部存款
等物，交给丈夫建国，以极为平静的心态，交
待了万一手术出现意外而需要安排的后
事。她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她平静而淡淡
地说，何家喜是自己的“亲妹妹”。剧结尾
处，在众女儿的陪护下，刘美心回到老家旧
居。在旧居房前，六姊妹把刘美心围坐在中
间，拍下阖家团圆照。这也在告诉观众朋
友，这就是六姊妹的“家”。

我断断续续把《六姊妹》看了两遍，深刻
领悟到，剧集以朴实的画面，讲述了我们淮
南人平凡而真实的家庭生活故事，传递了中
华民族家庭文化所蕴含的传统美德。何为
亲情美德？《六姊妹》告诉我们：在家庭生活
中，相互包容理解、团结互助，就是爱，就是
好家风。

从《六姊妹》中领悟家庭文化的魅力
谢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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