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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纽扣一张执照一个姑娘，展现个体经济时代缩影

理想照耀中国，湖南校花如何演绎“个体户第一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打办的来啦！”一声仓促的喊叫划过清晨的小镇，少女章华妹飞快
卷起面前纽扣摊的家伙事儿，撒腿就跑。两名戴着红袖章的男子紧随其后，
在巷道里和她“狭路相逢”——这是 1980 年春天，“投机倒把”的章华
妹又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抓了。

40 多年后，再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而推出的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中的花絮镜头，章华妹依然觉得命运十
分神奇。那时的她万万想不到，仅仅半年后，她不仅不用再逃跑，19 岁
的她还成为了中国拥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第一人”。

近日，讲述章华妹创业经历的短剧——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之《纽
扣》篇章在各大平台热播。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扮演章华妹的演员，是来
自湖南省长沙市的新晋小花张婧仪。早在 4 年前，她就被媒体誉为“湖南
最美艺考生”，还在长沙各大校园论坛上被评为“校花榜首”。这样一个漂
亮的湘妹子，是如何演绎敢想敢干的中国第一个个体户呢？已近花甲之年
的章华妹又有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我们采访了该篇章的主创人员，还原

《纽扣》背后的故事。

一身土布衣裳，两根炸毛的麻花

辫，张婧仪扮演的章华妹在明亮的

阳光下洗着扣子，收音机里播放着

当时的流行音乐，这是《纽扣》的

开场画面。

出生于 1999 年，2018 年凭借网

剧《风犬少年的天空》一炮而红，

湘妹子张婧仪身上的标签很多——

“周迅力捧的接班人”“校园女神”“新

生代初恋脸”“校花承包户”……尽

管出道后势头很好，但在参演《纽扣》

之前，她大多数的荧幕形象都是“仙

气飘飘”的女神，与“章华妹”这

样一个土土的个体户形象相距甚远。

这也是导演郑世龙一开始最担心

的问题。张婧仪年龄小，和章华妹成

长的年代差得太多——这个小姑娘，

到底能不能演好？

“选她作女主角，跟我后来采风

过程中发现的章华妹的气质有关。”

郑世龙表示，在多次与章华妹聊天后，

他发现，章华妹除了坚韧、大胆外，

还透着股机灵，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她

的爸爸让这个全家最小的女儿去门口

摆摊的原因。而郑世龙通过和张婧仪

交流，发现她身上有股湘妹子的韧劲

与灵气，“跟章华妹很接近”。

最终，校园女神挑起担子，摆摊

卖纽扣。

这是一个很“土”的角色，为

了在外形上更接近章华妹，张婧仪

抹黑了肤色，穿起了红配绿的衬衫，

套上了肥大的袖套。形似，也要神

似，张婧仪搜寻了不少章华妹的新

闻，同时找家中长辈聊天，尽可能

理解那个激情勃发年代的底色和人

们的思想。

“通过读剧本、饰演章华妹，我

更加了解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环

境，也感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得来不

易。”张婧仪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和

章华妹一样，都有一颗想要突破、尝

试新事物的心，但 19 岁的章华妹比

我、比很多 19 岁的女孩都更有勇气

和胆识。”

19岁的她，
凭何成为“中国个体户第一人”

实际上，这样一个被拍成电视剧，代表某种

国家理想的人物——章华妹，只是一个普通人而

已，但在她的身上，诚然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底色。

1979 年，温州市解放北路，19 岁的待业女青

年章华妹从家里搬出一张小桌，铺上方布，摆上

从挑担小贩那里批发来的日用品、纽扣、纪念章

和手表，开始了她的小本生意。

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章华妹上有 5 个哥哥

1 个姐姐，但她却是家里的“顶梁柱”。出摊一段

时间后，因为机灵会做生意，她每天都有几块钱

的进账，一个月就有上百元，而那时大学生毕业

生的月工资也不过 40 元左右。

虽然不偷不抢凭本事挣钱，但章华妹只能偷

偷摸摸，“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能

随时来没收东西。但更烦恼的是，当时人们觉得

做生意摆摊是件特别没面子的事，每次遇见老同

学，她都故意低着头。

没想到，就在 1980 年的一天，工商所的工

作人员又到解放路来了。这一次，他们不收摊子，

不赶小贩，还带来了一个消息：只要去领张营业

执照，大家就能正大光明地摆摊。章华妹想都没

想，抓紧赶到温州市鼓楼工商所，提交了申请。

1980 年 12 月 11 日，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诞生了，编号为 10101，它的主人就是章

华妹。

此后，章华妹的生意越做 越大，也经 历了

亏本欠债的商海浮沉。卖珠片、卖皮鞋、再卖纽

扣……无论境况如何，别人要买她那一张编号为

“10101”的营业执照，她都拒绝了。

迫于生计的向上与奋进，成为改革开放历程中

的标签，章华妹多年后接受采访时感叹 ：“毫不夸

张的说，是改革开放造就了我。”

张婧仪在《纽扣》中饰演章华妹，是一次大胆的跨越和突破。

“从开始选题的时候，我就非常

中意这个故事。”导演郑世龙在接受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他

的父亲过去也是一个走街串巷卖袜

子、卖百货的个体户，“对这样一个

群体，我有很深的感情”。

在构建《纽扣》情节的时候，郑

世龙和编剧张贝思参考了很多资料，

包括改革开放初期的文献，当时的

报纸，个体户口述史等等。再加上

对章华妹的采访以及身边长辈的回

忆，他们决定通过章华妹一开始躲

避“打办”，到后来“打办”工作人

员劝她注册营业执照这样一条矛盾

线展开。

为了生动还原当时“夹缝中求生

存”的个体户形象，剧中展现了这样

一个情节——等待进货的小商贩们

半夜蹲守在一个黑漆漆的铁门门口，

神秘地递一张纸条进去，上面写有

进货数目，铁门那边丢出一包纽扣来

……“这就是我们采访章华妹时挖掘

到的细节。”郑世龙说，类似的细节

在剧中还有很多，值得品味。

“想要用一个小故事来还原那样

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不仅是演员

的表现，整体的质感也很重要。”为

了最大限度还原当年温州市解放路

的场景，剧组跑遍了全国所有的影

视城，但都没有击中郑世龙内心的

“80 年代气质”。导演组最后大胆决

定：“自己造！”

造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不

说拍摄时间紧、任务重，光是现场

的交通、人员调度就是难事。四处

比景后，团队成员在江苏省常州市

一个偏远小镇找到了合适的拍摄地。

“小镇上老建筑比较多，还有一座石

板桥，远远地看，和章华妹提供的

她小时候家乡的照片很相似。”郑

世龙说，美术团队几乎是不眠不休，

一天时间就将景给布置好了。这一

举动也吸引了不少当地老乡前来看

热闹，顺带着他们也成了“景中景”。

在《纽扣》中饰演“打办”工作人

员的演员牛骏峰都笑言：“整个过程

就像在演话剧一样。”

然而，让团队想不到的是，这样

话剧式的拍摄还有意外之喜。开拍前，

美术组曾经在网上购买了一批老式扣

子，但毕竟是最近新做的，打磨的质

感与 80 年代相差太远，郑世龙一直

不满意。没想到，当他们在现场拍摄

时，一个老大爷看到了这些扣子，立

马说“你们这个扣子不对”，随即从

家里拿出来一麻袋的扣子送给导演

组。大家伙儿打开一看，全是 80 年

代的老式样，特别复古好看。

一问之下，团队方才得知，原来

老大爷过去就是卖扣子的，当年留下

来的扣子一直放在家里。“现在回想

起来，还是觉得缘分太神奇了。” 郑

世龙说，他不仅从当地老乡那里借来

了扣子，还借来了一台收音机，从外

地调来了正经 80 年代挂着画幅的公

交车。“要让观众有代入感，除了情节、

演员的表演、音乐等等，这些背景道

具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只有质感够了，

故事的可信度才高。”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营

业执照是件很小的事，但在当时却是

一个很尖锐的话题。”编剧张贝思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为了反映人

们思想的转变，他们用了很多侧面描

写的方法，一步步实现“个体经济的

时代缩影”这一目标。

在她看来，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的落地，与当地个体户的努力

与奋斗有关，也和当时改革开放的顶

层设计推动有关，要把两种合力展现

出来，需要既有张力又不乏温情。于

是，她在剧中写了很多小人物的羁绊。

偷偷放水的“打办”工作人员，自己

很穷仍然挪出扣子给章华妹的闺密，

开出高几倍的价钱买章华妹扣子的男

主妈妈……

“实际上，这也是比较符合当时

社会状态的，虽然经济上较为困难，

但人与人之间总是倾其所有互相帮

助，艰辛而温暖。”张贝思说。

从形到神到心，校花这样“匹配”个体户

    商海浮沉，章华妹始终保留着那张编号为“10101”
的营业执照。

从人到景到物，细节中塑造“80 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