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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敌”牌留存至今不容易

王馆长介绍说，“无敌”牌缝纫机仅仅生产于1946年
到1966年间，能留存下来非常不易，它是一个时代的印
记。1919年1月18日，余姚人沈玉山和美国胜家公司职
员高品章、张明生合资405块银元，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
一家商铺，商铺以出售进口缝纫机为主，同时，承接旧缝纫
机的翻新业务。因当时国人将缝纫机称为“铁车”，店铺遂
取名“协昌铁车铺”，也喻意三人同心协力，事业昌盛。
1922年，“协昌铁车铺”改名为“协昌缝衣机器公司”。

当时南洋客商每年要从中国大量采购草帽，这使协昌
公司看到了商机。1926年，在对国外缝纫机深入研究的
基础上，协昌公司在上海嵩山路70号筹备建厂，并于1927
年成功生产出一台草帽缝纫机，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台国
产工业用缝纫机。1940年，协昌公司开始生产家用缝纫
机。受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金狮标志的启示，协昌设计了
自己的品牌“红狮”牌和“金狮”牌。1946年，将“金狮”牌
改名为“无敌”牌。1966年，“公私合营上海协昌缝纫机
厂”改名为“国营上海东方红缝纫机厂”（后改称上海缝纫
机二厂），“无敌”牌改名“蝴蝶”牌，它和手表、自行车一起
被列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三大件”。

去年的这个时候，现实主义题材剧《人民的名义》横空出世。这部正能
量爆棚的电视剧收视率一度破7，成为2017年的最大黑马和“剧王”。前晚，
被称为“人民的锤子”的《阳光下的法庭》在央视一套开播，首播便拿下当日
同时段收视第一。

由于题材少见，戏骨云集，《阳光下的法庭》被视为《人民的名义》姊妹
篇。在一季度缺少话题和热点的国产剧市场，它能否成为继《人民的名义》
之后的又一部爆款？

“蝴蝶”牌缝纫机

你知道吗？
“蝴蝶”牌原名“无敌”牌

你知道吗？
“无敌”牌创始人是宁波人

你知道吗？

首播收视居第一 话题迅速上热搜

《阳光下的法庭》
能否成为又一爆款？

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出品、法治大剧、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阳
光下的法庭》还未开播，该剧身上的各种标签就已足够让人心生期待。因为
是现实题材法治大剧，和法槌有关，剧中又有众多老戏骨，所以网友们习惯
将这部新剧亲切地称为“人民的锤子”。

通俗地说，《阳光下的法庭》是一部大女主剧。该剧塑造了以东方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白雪梅为代表的具有法治信仰、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当
代司法工作者形象。剧中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
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
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但同时，《阳光下的法庭》也是一部“反套路”的大
女主剧，金鸡奖、华表奖“双料影后”颜丙燕饰演的白雪梅，虽然身为国家二
级大法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部级女官员，但并没有传统大女主剧中
一路逆袭的励志传奇，她所演绎的，是更为复杂精彩的大法官故事。

与这位大法官同台飙戏的还有被称为“表演全才第一人”的何冰，颜丙
燕与老搭档王志飞继《十万人家》后再度合作出演夫妻。记者粗略统计了一
下，该剧聚集了刘之冰、果靖霖、廖京生、田小洁、姚安濂、高明、茹萍等近40
位演技派演员。

前晚，《阳光下的法庭》在央视一套开播，首播便获得电视剧黄金时段收视
第一，“人民的锤子”这一话题很快上了热搜。尽管《阳光下的法庭》在豆瓣的
评分还没有出炉，但该剧在网上的讨论已经很热烈。有网友说：“看过不少
TVB剧，这是我头一次看内地剧中的法官和法庭，制服style+行业术语，好
燃！”“拍得很专业，是部普法的好剧。”但也有网友预感这部剧会是一个“大
坑”，“冲着戏骨去的，发现查案取证环节少，人物关系乱七八糟的，说教倒挺
多”。

记者发现，《阳光下的法庭》既没有职场关系的腹黑阴谋，也没有家庭伦
理的一地鸡毛，该剧涉及的环境污染修复案、跨国知识产权案、冤错案件平
反、攻克执行难等案例都是根据近年社会关注的真实事件改编。开篇的环
保案，就涉及一个有趣的法律问题：起诉方是环保公益团体，在这样的案件
中，它是否“适格”？（注：适格是指对于诉讼标的特定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以
当事人的名义参与诉讼并且请求通过裁判来予以解决的一种资格）这一点，
也成了开篇法庭辩论中的关键。在很多律政剧中一般被省略的法官庭审环
节，《阳光下的法庭》中都有比较完整的呈现。首播当日，难得一见的法院执
行局的工作方式也在剧中还原。 记者 庞锦燕

上世纪70年代产自上海的“蝴蝶”牌缝纫机，曾是风
靡一时的“三大件”之一，但鲜有人知道，“蝴蝶”的前身是
“无敌”牌缝纫机，而“无敌”牌缝纫机的创始人是宁波人。
昨天，宁波服装博物馆馆长王以林告诉记者，他们征集到
了一台“无敌”牌缝纫机，它填补了服博的馆藏空白。

一家人曾靠它走出困境

对于捐赠者张先生而言，这台“无敌”牌缝纫机还有更
重要的意义。上世纪50年代，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为了
养活他和妹妹去上海做保姆。在这期间母亲因为使用雇
主家的缝纫机学会了缝制衣服，她正好有个亲戚在协昌公
司工作，赠送给她这台“无敌”牌缝纫机，从此张先生的母
亲就在上海开了一家服装制作店，一家人的生活才慢慢好
转。张先生说，去年，他母亲去世后留下这件遗物。这台
缝纫机古色古香，两侧有卷草纹装饰，很多缝纫机只有一
个抽屉，但它有四个抽屉。张先生觉得这台缝纫机当废品
卖了可惜，就决定把它捐给服装博物馆。

昨天下午，宁波服装博物馆第一时间将这台“无敌”牌
缝纫机放置在展厅内，供市民参观。

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李本侹

何冰、颜丙燕、廖京生、王志飞……

近40位大咖“同框”

开播当晚收视第一

网友评价“制服style+行业术语，好燃”

捐赠者张先生（左）在介绍缝纫机的来历。 通讯员 李本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