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本版编辑 /王剑虹 视觉设计 /戚黎明2020 年 6月 28日 /星期日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jh@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人物 汇文 体

江江姐姐走了
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昨晚逝世，享年99岁

从于佩文到于蓝
1921年 6月，于蓝出生于辽宁岫岩，那个

时候她叫于佩文。动荡、战乱、丧母、流离，幼

年的于佩文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到延安
后，我成为了一个充满热情、活泼的女青年。”

也是在那一年，她改名于蓝，“蓝，万里无云，
蓝天的蓝。”一年多前在家接受晚报独家专访

时，于蓝这样说。

改名后的于蓝，趁着蓝天，和好友赵路从

天津出发，到北平，然后跋山涉水，穿过敌占

区的缝隙，渡过波浪滔天的黄河，一路走到了
延安。很多年过去，她还记得看到宝塔山的那

一天，是 1938年 10月 24日。
第二天一早，她就拿到一张纸，“拿起这表

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边各一行醒目的铅印
字，一边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另一边是‘对

革命无限忠诚’。尽管走了一千多里路，尽管受

了一些苦，但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让人
内心充满了骄傲。”于是，这个身子瘦瘦小小的

女孩决心不辱没这“优秀儿女”的称号。于是，不
到半年于蓝就和其他十几个年轻人一起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话剧到电影
最初，她很希望能够学习理工科，将来当

一名工程师，修桥筑路报效祖国。不过延安当

时没有这样的学校，1940年春天，延安鲁艺到
军政大学挑女演员，便把这个愿意看戏、看电

影的青年女党员挑走了。“以前我常常幻想着，假如世上能有
一座穿着蓝布旗袍和学生装的电影厂，没有金钱，世俗的污

染，那我就会投身于它。有一天我真的穿着布衣和草鞋走进

了这艺术殿堂。”上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于蓝曾两次回到
延安，每次都去了鲁艺旧址。她说，那些充满着抗日青年乐观

主义、浪漫精神的岁月，永远不会过时。

1946年长春电影厂筹建，于蓝又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
影演员。从舞台到电影的转变，并不容易，不过，她从来没有

动摇过，不断去尝试，去努力。
1949年于蓝主演了第一部电影《白衣战士》，1951年与

张伐共同主演《翠岗红旗》，1952年她与于是之合作主演剧

情电影《龙须沟》，1956年又与胡思庆、任德耀合作执导根据

周立波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

多幕同名话剧《暴风骤雨》，
1959年，她与谢添、马薇联合

主演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
编的剧情电影《林家铺子》，

1961年于蓝与孙道临共同主
演剧情电影《革命家庭》，并

凭借该片获得第 2届莫斯科

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1962年，她当选中国文化部

推选的“新中国 22大电影明
星”之一。

如此赫赫的履历，还没
有抒写到她人生最重要的一

部作品。

永远的“江姐”

1961年冬天，于蓝在医院检查身体，从《中国青年报》上
读到了小说《红岩》部分章节的连载，就忍不住地要读给病友

听。1962年冬，她和导演水华前往重庆，广泛地接触了在那
个时代里进行斗争而还幸存的共产党人，许多共产党人的事

迹打动了她。回北京后，他们整理出来的资料足有 20万字。
“这些资料，我视为珍宝，一直藏在家中。”那次采访时于蓝这

样告诉记者。相信正是这些真实的故事，让她触摸到了烈士

们的言谈笑貌和铮铮铁骨，使得她走进了江姐。
剧本打磨了很久。他们整出的第三稿仍不够理想。最终，

经过水华和汪洋（时任北影厂厂长）的努力，说服夏衍答应完
成《红岩》的拍摄文学本。夏衍不仅在第四稿剧本中将原本只

有两场戏的江

姐作为主要人物进行创作，更在改编后特地叮

嘱，“于蓝，你演江姐，千万不要演成刘胡兰式
的女英雄，也不是赵一曼。”于是，她演起来，江

姐就是江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温柔的女性，
是一个在各种纷杂环境下，都能有条不紊去处

理、去解决问题的“平凡”的城市妇女。这份“有
条不紊”最典型的呈现，或许就是江姐就义前

的平静。江姐和许云峰共赴刑场时候，他们同

时以对共产主义理想必胜的目光来告别同志。

这么多年过去，于蓝依旧说，自己也很满意这
场戏，“每当壮烈的国际歌旋律响起，不管什么

时候再看，我仍觉得激动、入戏。”

从演员到厂长
于蓝与江姐，到底像不像呢？她自己说：“我

们是同时代人，怀揣着同样的理想———为实现共

产主义而奋斗，并为此奉献了青春和热血。她牺
牲了，我是个幸存者。但我们个性上有相像的地

方，我也从来没有怕过生活的难。”
1981年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任命于蓝

为厂长。一没经验，二没经费，于蓝甚至为了筹

建儿影厂，冻伤掉了无名指的一小节，但她却
说“有干劲，就不难”。那十多年，儿影厂的导演

阵容可谓“豪华”，张艺谋、冯小宁、张建亚、谢
小晶、田壮壮，这些后来蜚声国际的第五代导

演，都曾在儿影厂完成了他们最初的实习作品；那十多年，儿

影厂先后拍出了《红象》《少年彭德怀》《鸽子迷奇遇》《哦！香
雪》等儿童电影，这些电影温暖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

2001年，于蓝从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退休。退休后，她
偶尔地会在大银幕上出现。一直到 2018年，她还出演了由江

平、李作楠联合执导的剧情电影《那些女人》；2019年的家庭

电影《一切如你》中也还能找到于蓝亲切而熟悉的笑容。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昨晚 9 点 07 分，电影
表演艺术家于蓝离开了我们，

带着她对艺术的热爱和赤诚，享年
99 岁。
于蓝，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得

主，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上世纪 60
年代“新中国 22 大电影明星”之一，她是观众心目
中永远的“江姐”。她 17 岁到延安，是延安抗日军
政大学培养出来的红色战士；她 1939 年入党，后
来是活跃在一线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话剧团演
员；1946 年长影厂筹建，她从舞台到大银
幕，在多部电影中奉献了精湛的表演，尤其
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塑造的革命烈
士江姐的形象。60岁时，她受命
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
并成为首任厂长。

除了是新中国电影表演艺术

家， 于蓝还是电影事业家田方的

妻子，也是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母亲。于

蓝离开后，田壮壮在社交媒体表示，感谢
所有关心妈妈的人， 他想要独自安静几

天，“妈妈走了， 现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
用。 你的心独立， 赤裸， 清明且处于当

下。 ”

还记得，2018年 9月去于蓝老师家

拜访，闲谈间问她，田方、壮壮和你，谁的

表演最好？ 于蓝一点也没犹豫， 回答我
说，田方的。 说完，她笑了，笑得很好看。

还记得， 那次于蓝回忆起自己 1954

年报名、考试，以 33岁“高龄”到中央戏剧

学院跟着苏联专家库里涅夫从头学表演，

“田方很支持我学习， 他送我一个厚厚的

笔记本，上面写着，‘做一个好学生’。 ”

也还记得，于蓝说她最记得，那年苏

联专家不断地告诉她们要观察生活，“他
说，你们的艺术是为了谁？ ”比起表演的

技巧，那一年半的学习，最终教会于蓝和
她的同学们：要艺术地影响观众，使观众

在离开剧场后仍然记住这些人物， 好像
是他们的生活中的人物，“教会我们不投

机，不取巧，不怀任何侥幸心理地走深入
生活进行创作的道路， 去塑造真实的人

物形象，去寻找真实的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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