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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记者 朱光）著名表演艺

术家焦晃日前获 2021年“中国文联终
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表彰仪式在

湖北武汉举办的第 17届中国戏剧节开
幕式上举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文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徐永军分别

为此次获得称号的表演艺术家焦晃、编

剧艺术家魏明伦颁发了证书。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是给

予中国戏剧家的最高荣誉奖，由中国文
联、中国剧协联合主办，两年一评，旨在

表彰和奖励为中国戏剧奋斗终生，具有
良好的社会影响力、代表性和示范性的

戏剧家。

表彰仪式上，焦晃说：“非常荣幸
在这里得到这份奖励，我想我不会把

它看作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我更愿意
把它看作是对我在 60 年来在不同创

作集体中与许多共同创作的伙伴们共
同的肯定。我特别怀念 60年来不同创

作集体中的伙伴们，我在这里向他们

表达诚挚的敬意和感谢！我个人年纪
大了，身体不好，但只要有可能，我还

是愿意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尽上一份

心、出上一把力。”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表

演艺术家，焦晃全身心投入中国戏剧事
业。1955年，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

系本科，受教于苏联专家叶 ·康 ·列普科
夫斯卡娅和朱端钧、胡导等教授。1959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进入上海青年

话剧团，现为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
家协会会员。数十年来，他始终坚持遵

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创造体系，主
演过数十部中外戏剧；在电影、电视作

品中亦演绎了许多经典形象，深受观众
喜爱。焦晃曾荣获中国话剧“金狮奖”终

身荣誉奖，“文化部优秀话剧艺术工作
者”荣誉称号，入选中国话剧百年名人

堂，获白玉兰戏剧表演特殊贡献奖，中
国电视艺术终身成就奖，第八、第十九

届中国电视“飞天奖”、第十七届中国电
视“金鹰奖”、中国电视金鹰突出成就

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建国 60周年杰
出贡献艺术家奖以及第三届全国百佳

电视艺术工作者、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
终身成就奖等。

    第二十四届佐临

话剧艺术奖颁奖典礼
日前在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举办，除了颁发了
各大奖项之外，还首次

发布了明年话剧中心
演出季部分剧目，其中

改编自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电视剧的同名话
剧《觉醒年代》将于明

年在话剧中心首演。
佐临话剧艺术奖

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为了纪念话剧艺术大

师黄佐临先生在 1996

年设立的，奖励为话剧

事业奉献、在话剧艺术
方面有突出表现和特

殊贡献、敬业爱岗的话
剧工作者。去年，因疫情影响，原

定于当年举办的第二十四届佐
临话剧艺术奖颁奖典礼没能如

期而至，阔别两年颁奖典礼终于
回归。今年的颁奖典礼由全国首

部抗疫音乐剧《那年那时那座
城》演出片段拉开序幕，该剧取

材于上海援鄂医疗队从出征到

凯旋的真实经历。随后颁出了
“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

奖”“最佳男配角奖”“最

佳女配角奖”“最具潜质
新人奖”各大奖项。

除了演出和颁奖之
外，话剧中心还首次发布

了 2022年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演出季部分剧目：改

编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电视剧的同名话剧《觉
醒年代》、德国剧作家贝

托尔特 ·布莱希特经典
历史剧《伽利略》、古希

腊经典悲剧《厄勒克特
拉》、美国剧作家田纳

西 ·威廉斯经典话剧《玻

璃动物园》、悬疑剧《心迷
宫》……其中有原创新

作，也有复排佳作。
由于电视剧《觉醒

年代》深受观众喜爱，因此《觉醒

年代》的演出消息一经发布，便
备受观众期待，据悉该剧将以

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 1921

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

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从新文化运

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

觉醒年代社会风情和百态人生。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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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颁出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

焦晃获得最高荣誉奖

    经过保护性修缮的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者络绎不绝。这

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从事国务活动的主要
场所之一，也是她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她“可爱的

家”。整个院子樟树环绕，绿叶蓬勃生长，院子中央的主楼是
一幢白色砖木结构的欧式建筑。

这里藏有宋庆龄相关照片、书信、文稿、国务礼品、生活
用品等文物万余件。其中，《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

的革命家》手稿是宋庆龄 196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

百周年所作的纪念文章原稿（见上图），手稿写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信笺上。当时用英文写成，后翻译成中

文，发表在 1966年 11月 13日的《人民日报》上。

1966年 11月 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大会，请宋庆龄

撰写纪念文章并出席、讲话。对这篇讲稿，宋庆龄非常重
视，花费很长时间精心准备，还专门请好友爱泼斯坦对英

文稿进行润色修改，最后请周恩来总理修改中

英文稿。
11月 12日下午，首都各界万人集会隆重纪

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宋庆龄在大会上作
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的长篇演讲，回忆了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历程，她在
演讲中高度评价：“孙中山是一个有远大目光和深

刻预见的人，因此他的一生是一个顽强的革命者

的一生。”并表示：“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
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
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

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

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孙中山既是宋庆龄的革命导师，也是战友，更

是相濡以沫的伴侣。宋庆龄经常说：“孙先

生死得太早，没有完成他伟大的抱负，我
要完成他的遗志，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每

逢孙中山诞辰和忌日，宋
庆龄都会把

自己关在

房间里，对着丈夫的
遗像默默寄托自己的哀思。在她

上海和北京的寓所，到处都悬挂、摆放着孙中
山的照片或是画像。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中，还陈列着一
枚珍贵的印章（见左下图）———中华民国陆海

军大元帅之印。此印为青田石质，高 13.4厘

米，印面为 7.5×7.5厘米，朱文、篆体、阔边、无
边款。1923年 3月 1日，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国

民党最高军政机关———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孙中山担任大本营最高职务———中华民国陆

海军大元帅，孙中山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名义发布的命令、宣告、布告均盖此印。该印一

直由宋庆龄精心保存在上海的寓所，她逝世后

工作人员在整理遗物时得以发

现，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2021
年，这枚珍贵的印章入选《上海

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
文物见证历史，这些时光

的留存再现了孙中山与宋庆龄
传奇的人生经历，承载了他们

家的记忆和国的情怀。它们不

仅是历史的载体，更是开展研
究的生动史料，是大众了解这

对伉俪的宝贵资料。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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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昨
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记者
特意走访了位于淮海中路 1843 号
的上海宋庆龄故居，在这里收藏着宋
庆龄 1966 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
辰一百周年所作的纪念文章原稿，手
稿共 51 页，这是目前国内保存得最
完整且最长的宋庆龄英文手稿之一，
是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一级
文物，已列入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物
名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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