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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仰的一代人，青春将在银幕上永驻
“最美奋斗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电影事业家于蓝逝世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

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直到2018年，她

仍清晰地在采访中说出电影 《烈火中永

生》的台词。 彼时，为中国电影事业奉献

了一辈子的老艺术家说，“希望大家忘记

于蓝，而永远记住江姐和江姐的精神”。

北京时间6月27日晚 ， “最美奋斗

者”、“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中国

电影金鸡奖终身荣誉奖得主、 著名电影

表演艺术家、 电影事业家于蓝在北京逝

世，享年99岁。

无数人在网上悼念于蓝， “在我心

中， 您是永远的江姐”。 北京大学教授

李道新回忆， 他曾在 《中国电影史》 课

堂做过调研问卷， 了解于蓝在90后、 00

后大学生中的知晓度。 有北大学子随问

卷附上了向于蓝奶奶致敬的话语： “是

您和老一辈艺术家一起塑造了我们祖

辈、 父辈的形象。 有信仰的一代人， 青

春将在银幕上永驻。 有些精神可以通过

光影穿越时空， 您为90后的我们带来了

当时炽烈的爱国情， 您给了我们认识历

史、 记住历史的机会。”

当精神穿透了时间， 于蓝也活成了

江姐的模样、在人们心底永生的模样。

她坚持的艺术真谛：到
人民中去、到火热生活中去

于蓝， 原名于佩文，1921年生于辽

宁。“九一八事变”后，她随父亲挥别故土

东北。1938年夏天，于蓝第一次听说有个

地方叫延安，革命在那里如火如荼。她决

定，“到延安去”。1000多里路，道阻而艰，

但一路上大家唱着抗日歌曲， 绕过一个

又一个封锁区，历经50多天，终于一步一

步走到了延安。

延安鲁艺实验剧团是于蓝艺术之路

的起点。 在那里，她从跑龙套开始，一直

到主演话剧《日出》《佃户》等。 延安还是

于蓝遇见一生爱人田方的地方， 更是她

确认信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圣地。新中

国的黎明前夜，她回到东北，从东北电影

制片厂的《白衣战士》正式开启电影人生。

在大银幕上，她是《烈火中永生》里

观众最熟悉的“江姐”，是《翠岗红旗》中

支持红军的普通农村妇女，是《林家铺

子》 那个在1930年代经济风暴中绝望

的寡妇，也是《革命家庭》里身在腥风

血雨年代的坚强母亲。 第二届莫斯科

国际电影节也把最佳女演员奖颁给这

张东方面孔， 她让全世界看到了新旧

两个社会下的中国女性所走过的坎坷

又伟大的道路。

于蓝的表演为何能超越语言、打

动国内外观众？ 2009年中国电影金鸡

奖终身成就奖的颁奖词中有一段———

她的表演有一份天然的质朴和真诚，

那是源于延安时期的滋养。在延安，她的

舞台就在田间地头、 在最坚实的现实土

壤里，与最普通的大众面对面。于蓝牢牢

记着扑向火热生活这一艺术创作的真

谛，一记就是一辈子。 出演《龙须沟》“程

娘子”时，她怀着田壮壮，走过北京许多

大杂院。 她去天桥一带观察卖大饼的小

媳妇们说话时的姿态， 去德胜门晓市揣

摩妇女数票子时的神情和用鸡毛掸子时

的动作幅度……

她曾经说， 很感激自己体验生活时

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民群众，“他们是我

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师，给了我创造的依

据和创造的活力”。 她始终觉得，只有真

正地深入到人民中去， 才能捧出符合人

民心中所需的作品， 才能真正成为一名

德艺双馨的演员。

她信仰的人生理想：对
党和人民忠诚一辈子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上映。银

幕上的江姐是如此平静， 却在一代又一

代人心头掀起波澜； 她没等到自由的时

刻， 却让不同年代的观众看见理想之炬

的光芒。

当年许多观众并不知道， 江姐的故

事能搬上大银幕，和于蓝的力荐分不开。

1961年，她因病住院，病床上，她为报纸

上连载的小说《红岩》吸引，被江姐的故

事深深触动，“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在延安见过好多这样的人”。 那些天，

她虽病着， 却时常激动地把江姐的故事

讲给病友们听，情到深处，泪流满面。 一

出院，她就托人找来小说的完整稿，一夜

夜长读；还和欧阳红樱、水华等创作者奔

赴重庆， 采访渣滓洞中所有幸存的共产

党人，整理出20万字的人物故事。 后来，

在夏衍的启发下， 一个割舍了庞大人物

线索，紧紧围绕江姐、她的革命伴侣许云

峰、还有她的孩子的电影剧本诞生。

无数观众被江姐打动， 纷纷给演员

写信，表达敬意。 于蓝连称“惭愧”，在她

看来，“是烈士本身的事迹感动了人、教育

了人，并不是我这个演员有多了不起”。

1981年， 文化部党组根据中央工作

会议的精神，决定成立儿童电影制片厂，

任命于蓝为厂长。 一没经验，二没经费，

可就是在滴水成冰的寒冬， 许多事情因

陋就简地办，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挂牌

了。 从此， 表演艺术家成为电影的创业

者，为中国儿童电影垦荒。 甚至，在冻伤

了无名指后， 花甲之年的于蓝用九根手

指，撑起了中国儿童电影的一片天。银发

满头、 疾病缠身时， 她依然为孩子而奔

忙，“多关心一些儿童电影吧， 关心孩子

就是关心未来”。

在于蓝张罗的那些年， 儿影厂的导

演阵容堪称“豪华”，张艺谋、冯小宁、张

建亚、谢小晶、田壮壮、王兴东等，这些后

来蜚声海内外的创作者， 都在儿影厂完

成了他们最初的作品； 那些年，《红象》

《少年彭德怀》《鸽子迷奇遇》《哦！ 香雪》

《豆蔻年华》《我的九月》《好爸爸、 坏爸

爸》等儿童电影问世，温暖和陪伴了那个

时代孩子的成长。

2001年， 80岁的于蓝从儿童电影制

片厂正式退休。 退休后， 她偶尔会在大

银幕上出现。 一直到2019年， 家庭题材

影片 《一切如你》 中还有她亲切又熟悉

的笑容。

生前， 于蓝讲过许多次类似的话，

“我一直记得，成为一名演员前，老师反

复问，艺术是为了谁？ 我知道，就是对党

和人民忠诚一辈子”。

走过最寂寞的日子，哺育出最美好的绽放
2020上海民营院团展演开幕，12部舞台剧作品入围参赛———

“没有观众的时候，就全力投入创作和研

发。 ”《爱情四季·琴挑》剧组的整个端午节小

长假都在黑匣子剧场度过， 张军一边吃着工

作餐，一边在朋友圈留下感言。 昨天，这部自

“水磨新调”演唱会以来又一次对昆曲改编大

胆探索之作在长江剧场正式上演， 也为一年

一度的“上海优秀民营院团展演”拉开帷幕。

疫情的发生使剧场和演艺行业停摆了快

半年，但上海民营演出院团一直在砥砺前行。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 他们没有放弃艺术，没

有忘记观众。”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

在采访中十分感慨， 本届展演共有12部舞台

剧作品入围参赛， 而这只是所有申报评选剧

目中的“冰山一角” ，不少作品精心打磨，凝

结着民营院团艺术家们在疫情期间的沉淀与

思考。

新技术让经典戏曲在现
代舞台更加“活色生香”

“小生独坐无聊 ，步月闲行到此 ，惊动

了”……随着张军饰演的潘必正一声清亮的

念白响起，演出正式开始。整个剧场表演呈环

绕型，观众围绕着舞台而坐，由14块屏幕组成

的背景， 则跟随着表演的律动变化出不同的

情绪景观，时而心如擂鼓，时而轻羽翩跹，时

而雨幕涟涟……

明代高濂的《玉簪记》讲述了道姑陈妙常

与书生潘必正冲破封建礼教约束， 大胆相恋

结合的故事。 复排这部昆曲经典作品一直以

来都是张军的心愿。他告诉记者，成立艺术中

心至今，实景园林版《牡丹亭》已经实现了250

场的佳绩； 与香港中乐团联袂合作的 《长生

殿》 也是深受好评的版本。 而在诸多剧目之

中，唯有《玉簪记》仍是空白，曾是张军的毕业

考试剧目的这部作品， 对他而言有着独特意

义———常见于舞台的 《琴挑》《问病》《偷诗》

《秋江》 四折戏犹如春夏秋冬之四季轮转，色

彩鲜明，风月无边，“尤其《琴挑》是很精妙绝

伦的一折戏，四首《懒画眉》、四首《朝元歌》、

外加两首琴曲， 其工整性和艺术高度令人惊

叹。 ”他说，这些古典作品和现代观众之间的

距离，有时候只是隔着一层纱，希望自己就是

那个捅破窗纱的人。“我要竭尽全力让经典在

现代生活中活色生香，青年观众喜欢的，就会

有未来！ ”

于是，这一部《爱情四季·琴挑》试图放开

现代视角、手段在戏曲舞台上的局限，让古典

与当代观众在崭新的解读方式下形成多元的

情感共振。 为此， 张军再度携手老搭档作曲

家、音乐制作人彭程完成音乐创作，将传统昆

腔与现代编曲“混搭”出前卫、时尚的音乐风

格。 而“演艺大世界”长江剧场的“黑匣子”剧

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四维全息声音频系统，

全息声场配合环绕式影像，全面“再造”出全

新的昆曲舞台———64支喇叭，10台工业投影

机，通过声画对位的多重演绎，让观众置身于

360度的视角、声音和影像之中。

50分钟的演出，音随画动，观众仿佛身临

其境，美不胜收。 但在幕后，是戏曲人和音乐

工程师一遍遍艰难的跨界磨合。 “很难很辛

苦，但很值得。 ”张军说，“民营院团要顽强地

活着，要更精彩地活着。”他表示，昆曲艺术中

心曾有五个月“颗粒无收”，但就在不得不停

下脚步的日子里，最终把《玉簪记》这个埋藏

多年的心愿实现了，是“步月闲行到此”的机

缘玄妙，更是当代戏曲人的执着与担当。

民营院团利用各种方式
突破困境，坚持创作新剧目

在演出市场停摆的日子里， 民营院团利

用各种方式突破困境，坚持创作新剧目，使得

今年的展演剧目艺术水平高，演出样式丰富，

题材内容贴近生活， 展现了上海演出市场的

勃勃生气。

面对复工复产的号召， 上海民营院团积

极响应。 当下30%上座率的防疫要求， 既是

市场回暖的信心， 也是对民营院团抗风险能

力的一次测试 。 上海民营院团积极迎难而

上， 在演艺行业的帮助与政策扶持下坚定地

前行着。

由 “致敬文化” 研发出品的原创音乐剧

《马不停蹄的忧伤》是一部有着两轮巡演和海

外文化交流的成熟音乐剧产品。疫情的发生，

让这家以内容生产为主营业务的剧团面临极

大的生存考验。 “30%让很多公司面临演还是

不演的两难，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选择。”“致敬

文化”总经理汤峻面对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中国大戏院免去了我们的场租，让我们松了

一口气。”目前他们正在摸索一条“票务分成”

的模式， 即剧场和舞美设备公司免去租赁费

用，最终从售出的票务中获得利润。汤峻更希

望，整个行业能够共同行动起来，在特殊时期

探索出一条可操作的路径， 让舞美公司、剧

院、出品方、演员和这条产业链上的所有人都

能生存下去，度过“寒冬”。

如果没有疫情的发生，2月、3月的 “春节

档”上海勤苑沪剧团就有150场左右的演出，4

月、5月更是演出的旺季。这是一支“沪剧轻骑

兵”， 每年要满足全市近200家基层单位的文

化配送需求。他们不仅要站在商演的舞台上，

还要下基层， 为老百姓送上家门口的演出。

“经济损失很大是一方面，和市民观众失去了

联系，也让我们觉得没有依靠。 ”上海勤苑沪

剧团团长王勤告诉记者， 民营院团不仅要生

存，更要对得起观众的信任。 为了坚持“和戏

迷们在一起”，他们主动开了抖音，玩起了直

播， 在直播间里碰到了老观众时心情非常激

动，“云上重逢又亲切又陌生， 但给了我们坚

持下去的信心”。

接下来，原创沪剧《银杏树下》就要在九

棵树未来艺术中心正式开演了。 这是一部反

映上海“振兴乡村”的农村题材的弘扬正能量

的作品，呼唤民心所向，为人民造福的执政追

求。 “我们虽然是民营院团，但我们的专业精

神一点不差的。”王勤说，《银杏树下》的导演、

编曲和舞美都是专家级的，“这是我们民营院

团的艺术追求。 ”

战疫故事、 上海故事、青
年故事成原创热点

今年， 全国有超四万名医务人员支援湖

北。 《玉兰花开》是新东苑沪剧团打造的首部

抗疫题材沪剧，向一线巾帼英雄们致敬。 “平

凡”与“普通”是这出戏在内容选择上最为鲜

明的特征，这一特征易于引起观众共鸣、触动

观众心灵，又恰与沪剧清新质朴的艺术风格、

善于抒情的气质相吻合。

上海现代人剧社1993年成立以来已公演

了150余部舞台剧， 以思想新锐、 形式多样

而受到欢迎 。 此次推出原创话剧 《一诺千

金》， 讲述了复旦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包晓雯

毕业后来到一所郊区乡村学校支教的故事，

表现了支教教师爱岗敬业 、 乐于奉献的精

神， 塑造了为实现中国梦理想而奋斗在教育

基层的时代新人。

缪时文化、欣艺滑稽剧团、致敬文化、上

海柳春扬剧团都是今年首次参加展演的院

团。但他们的作品大多在不同的舞台上“打过

擂台”，经过市场的千锤百炼。 如缪时文化的

《帅小伙的蔬果店》， 讲述了五位年轻人怀揣

理想脚踏实地努力奋斗， 最终将蔬果店开成

全国连锁的故事，传递一种温暖和力量。

此外， 上海开心麻花也推出了首部上海

背景现实题材原创喜剧 《了不起的爹地》，这

是青年演员施哲明作为导演与联合编剧的首

部原创作品， 用喜剧风格与样式呈现传统与

现代、市井烟火与国际时尚并存的上海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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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二大、四大馆藏精华首次集中展示
“初心之地 红色之城”———上海·党的诞生地巡展启动

本报讯 （记者李婷） 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 100 周年。 为进

一步发掘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

的光荣历史、 奋斗历程和取得的辉煌

成就， 更好地传承信仰之光、 理想之

火， 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昨天上午，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

导下， 中共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委员

会、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中

共一大、 二大会址纪念馆和中共四大

纪念馆等在上海中心启动 “初心之地

红色之城” ———上海·党的诞生地巡

展， 为 “四史” 学习教育再添一份生

动教材。

“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

和改革开放近百年筚路蓝缕的奋斗历

程， 在上海处处留下珍贵的红色印迹，

已融入上海城市血脉， 铸造了上海城市

精神的红色之魂。”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主任严爱云介绍， 上海作为工人

阶级的大本营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

镇， 是党的初心确立之地。 从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 1933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革命根

据地， 这 12 年间，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除三次短暂迁离外， 一直都设在上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中国共产党一

共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其中有

三次是在上海召开 。 中共一大开天辟

地 ， 宣告了全国性政党的正式成立 ；

中共二大通过党的第一部党章 ， 确立

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 中共四

大鲜明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工

农联盟问题。

此次 “初心之地 红色之城” ———

上海·党的诞生地巡展首次聚集中共一

大、 二大会址纪念馆和中共四大纪念馆

的馆藏精华 ， 精心挑选了 300 多张照

片， 分伟大开端、 崭新局面、 力量之源

三大部分， 再现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

奋斗历程， 勾勒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留下

的红色印迹， 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上海

城市精神所注入的红色基因。

巡展第一站设在上海中心党群服务

中心， 将展出至 7 月 10 日。 之后， 该

展览将在市级机关集中办公地、 上海教

育电视台、 各区党建服务中心等进行巡

展， 助力党员上好 “四史” 必修课。 此

外， 主办单位还将把展览送出去， 依次

在广州、 井冈山、 长三角等地展出， 传

递上海的红色记忆， 彰显中国共产党的

红色之魂。

文化

“初心之地 红色之城” ———上海·党的诞生地巡展启动。 刘晓晶摄

改编昆曲《爱情四季·琴挑》。 （张军昆曲艺术中心供图）

▲于蓝和赵丹在 《烈火中永生》 里塑造了江姐和许

云峰这对革命伴侣。 （均资料照片）

■ 于蓝牢牢记着扑向火
热生活这一艺术创作的真
谛，一记就是一辈子。她始终
觉得， 只有真正地深入到人
民中去， 才能捧出符合人民
心中所需的作品， 才能真正
成为一名德艺双馨的演员。

荨于蓝在 《白衣战士》 中饰演一名战争硝烟中成长

起来的医护工作者， 这是她的第一部大银幕作品。

■本报记者 童薇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