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淮南

电视剧《六姊妹》热播，这是原著作者、本剧
编剧伊北的一篇创作手记，回忆当初电视剧
拍摄选址的过程。当斑驳的老厂房遇见剧本里
的时代光影，一场关乎城市记忆与文化的交流
悄然展开……

——电视剧《六姊妹》勘景记
◆伊 北

▲《六姊妹》取景地

▼ 居民家几十年的

大核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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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过了一片宽阔的水面，就进了淮南。

出站口，一位女士向我招手，个子

高，步子急，拎起我的箱子就走：“走！车

在上面。”她是市委宣传部的干部，也是

我的中学校友。这次剧组来淮南勘景，

她牵的线。

走到车站门口，车停在路边。车一

动，我就问校友，景勘得怎么样。剧组昨

天到了，我坐早班高铁回来，落后大部队

一天。校友没细讲，只说上午看了几处，

下午接着跑。我问现在去哪，校友说先

吃饭，又瞅了我一眼：“整理一下仪容。”

我笑了。剧本写了三年，这一趟熬

得狠，人瘦了一圈。可我再疲惫，也不至

于太失态，耽误市里的大事。我要求先

去酒店洗个脸，校友摆手：“来不及了，直

接去饭店。”到地方，我进洗手间，凉水拍

脸，勉强提了口气。剧组和宣传部的人，

快到了。

说实话，这次勘景，我心里没底，最

怕的就是剧组要的景，和本地向导想让

他们看的景，对不上。好在剧组来之前，

宣传部已经踩了点，拍了照片，剧组筛过

一遍，这次是带着目标来的，专挑实地考

察。我回来，也是为了做好沟通。

几个月前，校友听说大剧《六姊妹》

在筹备，主动找我，问能不能介绍制片公

司给她。校友看得准，这项目要是能落

地淮南，意义非凡。我搭了线，但没多说

什么。

站在我的立场，确实难办。我是编

剧，写剧本是本分，制片不是我的事，也

不该插手。故事发生在淮南，拍摄却未

必非得在淮南。成熟的拍摄基地有配套

机制，来淮南却是一场未知。别说后面

剧组调度，就是眼下这勘景，就够棘手。

硬件是一关，淮南的景合不合适？

软件也是一关，本地对接人员靠不靠

谱？万一剧组一来，有人摆谱，不肯配

合，那不用多想，剧组肯定掉头就走。真

要落地，事事都得协调，本地部门要是不

上心，几个月的合作根本没办法愉快。

从面上看，我不能偏剧组，也不能偏

家乡。要是最终定了淮南，那就是两相

情愿，和相亲一样，得先看对眼，才可能

有个好结果。必须客观。这么一部大

剧，剧组不敢轻易下决定，失误的代价谁

都担不起。这是商业，更是艺术。

但说到底，我心里还是向着淮南

的。这也是我一大早赶回来的原因。

人还没到，我细问校友上午的勘景

情况。她说田家庵码头还不错，尤其是

大坝那边，制片人认可。确实，那一片沉

淀了淮南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整个田

家庵就是从码头这一块延伸出来的。那

儿原先是个红火的港口，如今门洞上还

留着伟人的头像。

话没说完，大部队到了。市委宣传部

唐部长和几位同志负责接待，我陪同。我

们的艺术总监，几位制片人、导演、美术总

监都在座。饭桌上，我尽量多说些话，气

氛渐渐活络起来，笑声不断。我心里的担

忧，松了些。合作的前提是感受，感受很

重要。感觉对了，才有后续。

还是那话，淮南是我的老家，可剧组

来淮南，并不是我接待，我也没这个本

事。要是接待人员一张冷脸，那这事儿

八成“黄”。好在，淮南人的热情、坦率、

真诚，给剧组吃了颗定心丸。我看这接

待的态度，就知道领导干部们心里有数，

他们眼光长远，以诚待人。

三
第二天上午，我去见宣传部邬部长，

他表示支持。随后，大部队又去寿县转

了一圈。太阳正毒，我和艺术总监、唐部

长在大报恩寺门口合影。这张照片，我

一直留着。车往回开，前方传来消息，说

造纸厂那片可以看看。

到四号路，已是下午三点多。一进

厂门，大道两侧绿树成荫，像一座城市探

险地。厂门口的办公楼上，标语还在：抓

质量六亲不认，抓消耗分秒必争，抓纪律

铁面无私，抓安全万无一失。废弃的办

公楼里，还有人在打乒乓球。一路往里

走，看厂房能不能搭景，结果不行，年代

太久，安全没法保证。

道路尽头是铁道，再往前就是淮

河。朝西看，红白相间的烟囱高高立着，

旁边是冷水塔，粗壮敦实，那是田家庵电

厂。往东看，也是电厂，那是洛河电厂。

这条四号路，曾是淮南的骄傲。

田家庵电厂，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创

立，后来，更是华东的电力供应点。安徽

造纸厂，入选过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

再往东走，是木材公司、肉联厂、东风化

肥厂、洛河电厂……（发电、造纸，都要用

水，淮河的作用不可替代）。这条路，曾

是繁华之地，高档商场，现代楼宇，车水

马龙。

这里，曾是淮南工业的核心。

这是工人阶级撑起的地域，是百姓

的乐园。

转场田家庵电厂生活区，看完，天擦

黑，我们又赶去淮南师范学院，看旧教学

楼。有些地方能用。等完全黑透，这趟

初步勘景算是结束了。

负责接待的干部们全程陪着。关键

看了一圈，大家心里有数了。剧组对淮南

的景算是满意，但还得搭景，还得协调，难

度不小。现有的景，远远不够。好在九龙

岗小院旁有块空地，可以用来搭景。如果

把九龙岗民国小镇定为主拍摄地，旁边再

搭建，可以少转场，节省时间，但投资必然

不菲。

美术总监把图画出来了。小巴车上，

我探着脖子看，竖起大拇指：“王老师，牛！”

我、导演、制片人都感叹，做一个项目真不

容易。这么大的盘子，以我们这种年纪，

能玩几局？珍惜吧。一切都是因缘和合，

不说千载难逢，也是十年九不遇。

所幸，我们尽了全力，心往一处靠，

往前走。

……

二
午饭后，去民国小镇。一下车，我就觉

得这地方能成，气质对路，戏感十足。走进

一个巷子，路口几间古旧小院，立马吸引了

美术总监的注意。这三间瓦房有戏！那就

问宣传干部：“这房子能协调吗？”

干部答得爽快：“我们来沟通。”

搞，弄，照！这一句，又给剧组添了几分

信心。

下雨了，矿业公司原址门口避了会

雨。雨停了，我们又往巷道深处走，来到一

处老院子。房主热情接待，院子里的核桃

树少说五十年了，枝繁叶茂，地上落了一层

鲜核桃，拾起来一闻，异香扑鼻。

院子里还有水井。过去，家住北方的

制片人不相信院子里能有水井，到这一看，

相信了。

有居民看到了我们来，问制片人：“你

们是来拆迁的吗？”

制片人答不是，来取景。

“这要拍戏了？”

不好说。

另一人反应快：“蒋雯丽拍《我们天上

见》，也在这取过景！”

这条古旧的巷道，藏着生活的艰辛，也

透着一丝光亮。

我们又驱车去西边。蔡家岗老火车

站，只剩个门头，周围尽是民居，景太杂，没

法拍。淮南，曾是全国火车站最多的城市，

如今这些老站点，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

然后去八公山，当地人员带我们看24

节气景点。车刚停下，路边开饭店的老板

娘就迎上来，问：“拍戏的？”消息传得真快。

她笑着招呼：“欢迎你们！”

淮南人，热情。

晚上吃饭前，先开了个小会，气氛有些

凝重。时间紧，任务重，关键是这一趟来，

得下结论——到底在不在淮南拍？实话

说，外地影视城的设备齐全，很多年代戏都

在那里拍。淮南的景，零散，真要落地，难

度不小。但制片人很有信心，觉得这一圈

看下来，还是有基础的。美术老师当场表

态，九龙岗那三间瓦房，他连夜画草图，出

改造方案。确实，那三间瓦房，加上田家庵

码头，都是典型的淮南民居，和剧本里的场

景很契合。

饭后返回田区，天空作美，出现一道

彩虹。

四
我要回北京了，校友送我去高铁站。路

上，司机师傅忽然感慨了一句：“我们淮南，憋

得太久了。”从后视镜里见他眼睛一亮，我心

头一震。他说出了我多年未解的困惑，也点

破了我一直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

我们曾是淮南崛起的受益者，也在它

的跌落中失落。淮南怎么办？这个问题始

终压在我们心头。我们从这里走出去，带

着失落，如今又带着期待回来。眼下做的，

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如果有机会，淮南就

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淮南的街头，如今高

楼林立，比过去繁华多了，然而还不够。我

们需要被讲述，被看见……

列车又驶过那片水域，我望着窗外，出

神。回来又离开，是我们的宿命。

部长发消息祝我一路顺风。

又过了一阵，校友又告诉我，在市领导

的关怀下，在市委宣传部的协调下，剧组已

在九龙岗动工，开始搭景。合作初步达成，

一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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