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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李焕英
唤起女排记忆

2021年春节档的电影票房迎来了一次井喷。 根据国家电影局于昨?中午发布的数据显
示，2月11?（除夕）至2月17?（正月初六），全国电影票房达78.22亿元，继2019年59.05亿元
后，再次刷新春节档全国电影票房纪录，增长达32.47%。 在组团而至的多部春节档影片中，

《你好，李焕英》已成为口碑与票房双赢的代表，截至昨晚8点，该片总票房已达31.55亿元，且
后劲仍可期。那么，在观看这部既主打喜剧色彩又能以情感人的影片时，除了欣赏贾玲、张小
斐、沈腾等演员的表演外，你是否留意到，影片中还有不少体育元素的怀旧体现呢？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出生于1982年的贾玲并不是家中
最大的孩子，她的姐姐贾丹较之年长
5岁。当贾玲决定要拍摄一部纪念母
亲的电影时，因为故事主要着墨于李
焕英未婚时的年轻岁月，所以上世纪
70年代其实是最贴近现实的选项。但
后来，作为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兼
主演，贾玲还是把故事展开的时代背
景选为上世纪80年代，为的是更有利
于她从自己的儿时记忆中去拾取往
日的生活气息。

所以，将一场厂内职工排球赛作
为推动剧情发展的重头戏，这也是贾
玲“照着记忆来”的一种艺术处理。排
球运动在上世纪80年代到底有多火？
继《我和我的祖国》与《夺冠》后，《你
好，李焕英》再次从电影视角给出了
实证。

于198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
界杯女排赛，那是在当时的国内民众
中点燃女排热度的重要一役———是中
国女排第一次赢得世界冠军荣誉。以
此为始，从世界杯到世锦赛，再到奥运
会，中国女排迎来了辉煌的“五连冠”
时期。那时候，被人传颂的不仅是女排
姑娘们的赛场荣光，她们在以竹竿为
架、油毛毡为顶，“三合土”铺地的漳州
“竹棚馆”里刻苦训练的故事也激励着
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上世纪80年代，电视机属于金贵
物件，并非家家户户皆可拥有，但如果
有哪家愿意慷慨地把电视机搬到公共
区域跟大伙儿分享，那立马就是群体
围观的场景。大家聚在一起，通过电视
看中国女排比赛，这在当时就是特别
流行的一件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中就有对这一幕场景的还原。
同时，也是受到女排热度的影响，

在当时的职工体育中，排球成了受欢
迎的大项，但凡是大厂、大单位里，基
本总能找到一位或者几位被同事们公
认为本单位“铁榔头”的佼佼者。《你
好，李焕英》里厂内职工排球赛的那场
戏，就可说是对昔日生活场景的一次
复原。
虽然贾玲并没有体育特长，但在

参加过的各类综艺节目中，她却是不
止一次穿着运动服登场。在接受采访
时她还曾透露，受老一代中国女排的
影响，年少时她也有过想当排球运动
员的梦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年
代也有不同的集体记忆，所以在电影
中设置排球赛情节，之于她亦可说是
一个水到渠成的选择。

一边是穿着蓝色运动服的“铁娘
子队”，另一边是穿着红色运动服的
“打铁娘子队”，在围观群众的助威声
中，一场厂内职工排球赛即将启幕。电
影中红蓝两色运动服的设置，想必又
勾起了不少亲历者的记忆。

中国红与士林蓝，这两色经典款
的运动服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它
们代表了曾经辉煌的国货品牌梅花
牌，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奥运冠
军与普通人间增加了体育元素的交
集。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那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首度派出代表团参
加的一届奥运会。在那届奥运会上，无
论是许海峰为中国奥运射下历史首
金，还是中国女排庆祝登顶时刻，他们
全都穿着梅花牌运动服。正是随着这
一阵中国健儿奥运奏凯的空前热度，

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在该届奥运会上
比赛服、领奖服、生活服的供应商，梅
花牌正式“出圈”。
显著的变化是，不仅各地体工队

和体育运动团体纷纷去工厂订货，就
连普通人也以拥有这样一套或为红色
或为蓝色的标志性运动服为荣。
一方面是需求高涨，另一方面则

是原料尚不充足的时代限制，为了解
决这个矛盾，梅花牌就分出了两条针
对性不同的生产线。一条是“大梅花”，
主要供国家体委各运动队及各地方运
动队；另一条是“小梅花”，主要供应普
通市场。

从当时国人普遍的穿着水平来
看，穿一套“小梅花”上街不仅是赶时
髦的表现，从颜色与穿着舒适度来说，
也同样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它所采用
的涤棉交织技术代表了当时国内领先

的工艺，外面的化纤材料染色后可以
更好地保持鲜艳，不容易缩水起皱，贴
身一面的棉织物具有很好的吸湿性
能，且体感柔顺。所以，即便这样一套
“小梅花”的售价在当时达到三四十
元，仍旧受到普通民众的热捧。

虽然在梅花牌运动服的热销中，
时代特征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后来
那些为人所推崇的体育类服饰设计理
念，在当时亦有一定体现。
以更针对专业运动队、专业运动

员的“大梅花”来说，在当时已有量身
定制一说。比如，田径运动员大都膀宽
腰细，所以供给田径队的运动服就有
了上宽下窄的设计。另外，工厂调研员
还发现在运动服上加一些竖线条的装
饰能让体操、跳水等项目的运动员看
起来更加秀美，所以后来也有了锦上
添花的改进。

在拥有一身运动行头与成为上
世纪80年代“最潮的崽”之间，还有
一些细节上的讲究。
如何才能不动声色地凸显自己

身上的潮牌服饰，当代人有当代人
的操作，而在以一身梅花牌运动服
为潮流的那段往日时光里，就有年
轻人会把领子翻着穿，特意把里面
的商标露出来。另外，经典款分为中
国红和士林蓝两色，虽然红色款更
容易抓住当时年轻人的心和目光，
但考虑到每套运动服的单价都不低
（上世纪80现代一套三四十元），为
了能更耐脏、更耐穿，很多人还是会
选择购买蓝色款。
可以穿着去工作，也可以穿着

去上学，既上得了操场，也进得去菜
场，总之，这红蓝两色的运动服在当
时几乎是最百搭潮服般的存在。
如今不少年轻人的择业向往是

互联网大公司，但在上世纪80年代
来说，如果能成为梅花牌运动服的
销售员，那也算是金饭碗了。卖货？
根本不用愁，全国各地的百货公司
都在求货源。由于当时还是计划经
济订单配额生产，很多经销点都拿
不到足够量的运动服，所以如果谁
“路子粗”能跟梅花牌的销售员打好
关系、确保货源的话，那就离升职不
远了。1984年，该品牌曾在武汉办过
一次全国订货会，因为样本达到几
百款，所以订货会直接是在租来的
体育训练馆里进行的。

一部电影带火一处甚至几处拍摄
场地，这样的事已不算稀罕。随着《你
好，李焕英》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位
于贾玲家乡湖北襄阳郊区的卫东厂区
也火速跻身网红之列。不过，动作慢的
“打卡人”却是错过了入内一游的机
会，因为该厂区拥有方卫东集团公司
已在入口处挂起了谢客牌。
电影中那个极具年代感的胜利化

工厂，那些镜头都是在卫东厂区内实
景拍摄。从资料来看，该厂区建于上世
纪60年代，那会儿的时代背景是由于
国际形势的变化，东北已不能作为一
个安全的战略后方，所以东北的许多
工业、科技单位与单位内的骨干都转
移到了我国中西部的三线建设中。卫
东厂区就是三线建设的产物。
红砖房，绿窗框，刷于墙面上的各

种口号，还有各种带有明显时代特征
的礼堂、操场、供销社等，卫东厂区很
容易让人产生岁月穿梭的感觉。但实
际上，该厂区之前虽是一派废置景象，
但仍为有主之地。考虑到慕名而来的
游览者太多，目前该厂区的拥有方已
张贴告示，谢绝外来者的参观，理由是
“进厂区的道路拥堵已严重影响正常
通行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虽然入内参观的难度变大了，但
那片操场是真实存在的，昔日厂区内
热热闹闹的职工体育景象也是真实存
在的。
即便在今天看来，卫东厂区也属

偏僻一隅，这搁到几十年前，“独立小
世界”的感觉只会更甚。在当年三线建
设的过程中，从外地远道而来的工作
者们都会吃、住、工作、生活在厂区里，
一方面是厂区地处偏远，另一方面当
初可供业余消遣的选项也稀缺得很，
所以在当地老一辈人的记忆中，那会
儿厂区内的职工体育氛围确实也非常
热火。职工体育的内容不仅有拳操、球
类对抗等，还会有如自行车一日游、厂
与厂、车间与车间的友谊赛和表演赛
等。

女排荣光是当年最潮最热血符号

中国红与士林蓝
贴在运动服里的年代标签

想要成为最潮的崽

要有这些
“小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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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厂区
红到谢客

拍摄地成打卡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