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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温州一家人》拍摄地一路逛

身临其境，令人感怀
■记者 林晓

本报“《温州一家人》好眙兮”栏目随着电视剧的播放推出，已刊出多期。其中《沿着<温州一家人>拍摄地一路逛》也已经写了
3个版。之前，我们介绍了电视剧的拍摄地沙堤社区的小沙巷、九个湾、林宅巷和市区绿洲宾馆等地方。上一期，我们还介绍电视
剧中的“温州市万顺丰鞋厂”就在莘塍。这一期，我们继续沿着电视剧的拍摄地一路逛，去看一看瑞安的其他拍摄地点。

“四眼”伤后
住进了马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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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中，周万顺一家作为瑞安人，拍

摄地点多选在瑞安，按理也应该。按时下的

说法是：“这样就接地气。”

所以，从一开始镜头下展现的瑞安元素

都让瑞安的观众倍感亲切。男主人公周万

顺请表弟到家里吃饭时提到的咸鱼、常挂在

嘴边的瑞安俚语、与瑞安的乡情风俗等等，

让广大市民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大家

纷纷在剧情中寻找那些熟悉却又很少在电

视上看到的特有的画面。

同样，《温州一家人》里面人物的原型就

是瑞安人乃至温州人这个群体，温州人精神

的特质在这一家人身上完整地展现。很多

温州人，都能从电视剧里找到相似的经历，

引起一些共鸣。

其实，除了本报刊登的拍摄地之外，电

视剧在瑞安还有多处拍摄地。比如在瑞安

商城、看守所、飞云江江岸等地。确实，这些

摆摊卖纽扣，赊账摆摊卖皮鞋，少小离家洗

盘碗等情节、细节的设定，更让许多瑞安人

尤其是瑞安的生意人，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影

子，这是“身临其境”的快乐，也是我们看《温

州一家人》感怀的地方。

据悉，《温州一家人》将于 2 月 6 日登陆

浙江卫视，之前没完整看该剧的市民不妨利

用春节假期好好地看一遍。

《温州一家人》从第 13 集一开始，

就播放到了“四眼”住院的画面，周万

顺来接“四眼”出院。从医院病房到医

院的大院，这些地方都是在市第三人

民医院（原马屿医院）里拍摄完成的。

从电视画面上看，医院大院里大

树成荫。远镜头之下，有一大批绿色

植物煞是好看。然而在前日，当记者

在村民的指点下来到马屿医院时，这

里却显现出一片特别“冷清”的景象。

医院大门上贴着医院搬迁的告

示 。 医 院 里 空 空 落 落 的 ，没 有 一 个

人。记者进入医院一看，这里的树木

也多凋零，确实与电视画面上那种“繁

华”的景象判若两般，反而让人想起

“四眼”性格里悲剧的一面。

在剧中，白玉饰演的“四眼”原本

是一位老实、质朴、内敛的读书人，因

社会变革的推动，他无法再继续从事

教师职业，只能扔下课本，下海从商，

想用自己的双手在商界打拼出一条活

路。

随着学校生源逐渐减少，“四眼”

不得不辞去教师一职，下海谋求一条

生路。在初尝下海经验时，他在街边

摆摊，因为从未与人有过多接触，连叫

卖都会觉得脸红。

当然，“四眼”有幸遇到了周万顺，

经 过 周 万 顺 的 提 点 ，一 语 惊 醒 梦 中

人。在结束了艰苦的原始资金积累

后，他先是和周万顺共同办起了皮鞋

厂，在周万顺的正确方针和“四眼”的

理论指导下，皮鞋厂生意开始红火起

来。

所以，在第 13 集的剧情当中，周万

顺来接“四眼”出院的那种感情，也可

以看出他们之间有兄弟般的亲切。

记者去马屿医院的时候，正逢上

冬日腊月。一方面，偌大的一个医院

空落无人，四壁皆空。另一方面，破败

的建筑与萧瑟的树木也加强了这里

“悲情”的氛围。

电视剧中，正在经历“由文转商”

过渡期的“四眼”，信念坚定地挺过了

一次次打击，当他看中了开采油田这

一潜藏着巨大商机和无穷利润的宝藏

时，却因没有经验，久久不能出油。

负债累累的“四眼”终于抵抗不住

经济上的重压与煎熬，毅然选择跳楼

来结束这场商海浩劫。站在马屿医院

里，记者回想起剧中的这一幕，心里久

久不能平静。

在《温州一家人》第 6 集中，周万顺和朱

沪生的合作越来越顺利，他抱着一袋钱去找

林四林，下了 6000 双的订单时，林四林大为

吃惊，他不动声色地暗中观察周万顺的举

动。当周万顺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中，看到的

却是失魂落魄的银花。

银花和纽扣厂 3 个月结账一次，但她不

小心把凭证弄丢了，气急攻心，银花昏了过

去。周万顺这才知道，银花卖扣子 3 个月居

然赚了 3 万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

目。

后来，在周万顺的劝说下，银花决定去

纽扣厂碰运气，好在丛厂长人不错，会计部

也留着记录，夫妻二人抱着失而复得的钱欢

天喜地回来。

剧中的纽扣厂成了银花日后发达的“场

地”，这里的场面是在百好乳品厂拍摄完成

的。事实上，百好厂除了作为银花纽扣厂之

外，还是剧中“温州市万顺丰鞋厂”厂门口的

取景地。

日前，当记者来到百好乳品厂，向工作

人员打听电视剧的拍摄情况时，工作人员告

诉说：“百好乳品厂厂区有多家企业。你们

说的那个《温州故事》电视剧拍摄的地方，从

进门向左就能见到了。”

的确，《温州一家人》原名《创业年代》、

《温州故事》、《行天下》、《中国故事》，顺着工

作人员的指点，记者来到了这里。确实，这

里的厂房仍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建筑，青

砖、灰瓦、白墙⋯⋯一下子仿佛回到了改革

开放之初。

赵银花一开始见周万顺放着好好的日

子不过，跑来捡破烂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不

支持，但是也没有说些什么。可是，当儿子

麦狗离开以后，一心想过安稳日子的赵银花

伤心难受，不断地埋怨着丈夫周万顺，看着

支离破碎的家，伤心悲痛，但是由于性格柔

顺，继续妥协，支持丈夫周万顺去闯天下。

当然，也从此有了她的纽扣厂。

在温州，创业成功人士普遍喜欢回乡择

地建造豪华居所，是寄托家的情结。在最后

一集《温州一家人》电视剧中，也回返到了这

样的“普世情节”当中。

电视剧中，兜兜转转地过了许多年，周

家四口人依旧在为各自的人生打拼着。可

能是最后一刻了，在编剧笔下，那周家人的

内心也有了无比的坚定。

一切都往好的一方面“运转”，周万顺和

银花决定复婚，他们约定，6 号井如果还没有

办法采出油来，就要彻底放弃了。

事情往往出人意料，就在周万顺不抱希

望的时候，6 号井终于出油了，他终于等来了

这一天。事实上，这也是观众意料之中的

事，周万顺这么一个固执的瑞安人，在陕北

一待就是这么多年，在开石油的后部分，甚

至到了乞丐一样的地步。

“如果编剧让周万顺在最后也打不出石

油，那就太不人性了。”本报读者钱先生在说

观后感的时候，这样感慨道。

多年后，麦狗已经成为陕北一位朴实的

乡村教师，而周万顺也终于兑现了诺言，他

赎回了当年赵冠球的拖拉机，也终于给了银

花一个像样的家。这一天，阿雨带着雷昂和

女儿，出现在了家门口。

“周万顺赎回拖拉机，就是在我们村子里拍

摄的。”马屿镇梅屿大岙底村村委会主任吴李净

带着记者往村里的一幢别墅走去。

吴李净说起当时拍摄时的情形，仍觉得

“十分好玩”。他说：“2011 年 9 月份的一天，

那天早上 7 时左右，摄制组人员就来了。”

据吴李净回忆，拍摄当天，摄制组来了约

100人，汽车把小小的大岙底村的道路都停满

了。“当时，摄像机摆放了好几处，从桥头到别墅

200米左右的小路一旁挤满了看热闹的村民。”

吴李净还帮记者找到了别墅的主人吴

仁荣。吴仁荣今年 78 岁，看上去是位朴实，

不太言语的老人。

“那天从早上 7 时，一直拍到下午 16 时

多。演员们在别墅里吃中午饭，我们夫妻两

口子都去外面吃了。拍电视剧的时候，他们

把里面隔起来，村民不能进入别墅看热闹。”

吴仁荣老人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秘密，他

说：“电视剧里的情节实在是‘骗人’的，你们

看周万顺在我家烧菜等阿雨的那一幕，那个

菜其实是店里买过来的，并不是周万顺自己

烧出来的。”

大岙底别墅拍摄地

百好厂拍摄地

马屿医院拍摄地

百好厂是银花的纽扣厂

大岙底别墅见证周家团聚

瑞安其他拍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