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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良政善治再迈关键一步
李家超当选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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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据新华社香港5月8日电（记者 刘明

洋）“候选人李家超先生当选！”8日12时20分

许，香港会展中心，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

政长官选举的选举主任郑重宣布。

话音刚落，现场响起热烈掌声。这掌声，

既为香港顺利完成新选制下首轮三场重要选

举的收官之作而庆贺，更为香港向着良政善

治再迈关键一步而喝彩。

在当天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

政长官选举中，李家超高票当选第六任行政

长官人选。这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次

行政长官选举，是有香港特色民主的又一次

重要成功实践。

“投下对香港未来负责的一票！”从当日

上午9时至11时30分，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

委员陆续来到会展中心，以一人一票方式，对

候选人李家超进行无记名投票。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规定，行政长官由一

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

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会选

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新选制下，选举委

员会的法定人数为1500人，候选人须获得超

过750张的支持票，方可当选。

点票结果显示，李家超获得1416张支

持票。

现年64岁的李家超今年4月辞任特区政

府政务司司长职务，报名参选。选举结果揭

晓后，李家超站上中央点票站的公布台，向在

场的选委会委员及香港市民代表鞠躬致谢。

李家超在竞选政纲中强调“强化政府治

理能力，团结一致为民解困”。他提出，未来

施政将以结果为目标，带给市民会做事、做成

事的政府，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奠定香港

发展的稳固基石。

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的任期自2022

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

1922年，秦怡出生在上海浦东，一户

封建家庭。所幸，在怡和洋行做账房先生

的父亲，要比许多同学的爸爸开明，经常

带小秦怡去看电影，“两毛钱就可以看一

部新电影。如果是老片，只要五分。”那个

时候，光影便在小女孩心中悄然埋下了种

子，“电影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艺术，不仅

用语言、眼神、表情，就连一个很小的动

作，都能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做了

电影演员之后，就再也不想做别的了。”

能做上电影演员，按照秦怡的话说，

要归功于她的“离家出走”。1938年，16

岁的秦怡，在同学的建议下，离开上海，

辗转香港来到湖北武汉，光荣加入抗日

队伍。“那时候年轻，不顾家里反对，可以

说是不顾一切去到了前线。”于是，她当

护士、抬担架，以一名少女的微薄之力，

支援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又因为

长得好看，秦怡很快被“革命前辈”发现、

引导，同年便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实

习演员，参演了《正在想》《好丈夫》等话剧

和电影作品。

1922年1月31日，秦怡出生于上海。

2022年5月9日，作为中国百年电影史的见证者和耕耘者、“人民艺术家”

和“最美奋斗者”，走完了整整一百年的光影人生路，于4时08分在华东医院

逝世，享年一百岁。

她曾经，是《遥远的爱》里脱胎换骨的进步女性余珍；是《铁道游击队》里

机智勇敢的芳林嫂；是《马兰花开》里性格坚毅的铲运机工人马兰，是《女篮5

号》中饱受苦难却依旧乐观的林洁，也是《青春之歌》中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

共产党员林红。

她曾经，是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女娃娃，一个哥哥，八个姐妹，最艰难时候全靠

她一人拍戏养活；她曾经，有过两段并不算成功的婚姻，一段在五年后终告离婚，

一段在经历甜蜜也经历了背叛后又熬过了漫长的分居，最终留她独自照抚儿子。

她演过许许多多角色，在银幕上留下了无数经典的女性形象。 但或许，她

留给时代，留给中国电影，最刚毅、最勇敢、最美丽的形象，便是她自己。一辈子

坎坷、磨难，也一辈子坚强、坚韧，从没有畏惧和软弱，从来都温柔又从容。

但哪怕只穿蓝布衣服，秦怡也是美的。她的美，

美在鲜花簇拥时；她的美，更美在繁华散尽后，面对宠

辱的优雅和坚强。86岁的时候，秦怡为地震灾区捐

出了毕生积蓄；93岁高龄，秦怡又自编自演自筹资金

拍摄了电影《青海湖畔》，热忱十足。“这个故事在我脑

海里十年了。”当时有人为老人的健康着想，劝她在上

海的摄影棚里搭个布景，“艺术创作离不开真实，我一

定要亲自下生活、上高原进行实地拍摄，才能来源于

生活、高于生活，才能感动观众、对得起观众。”于是，

她不顾自己的年龄和身体，坚持和剧组成员一起登上

青藏高原，坚持工作在拍摄第一线，坚持活到老、干到

老，“我们在高原拍了一个多月，我自己走到了（海拔）

4300米。”当时的搭档也是晚辈、上影演员剧团团长

佟瑞欣说：“我一直记得秦怡老师一句话，我的年龄

不是由我决定的，但是我的生活可以由我决定，我只

要活着就要工作，工作要比不工作强。”

后来的那好几年，秦怡又参演了由陈凯歌执导

的古装电影《妖猫传》，95岁的她扮演一位曾见证唐

王朝跌宕命运的老嬷嬷。虽然只拍了三天，但在片

场秦怡仍努力学习。2019年，秦怡在华东医院疗养

期间还参演了公益电影《一切如你》。镜头里，她有

些消瘦，但银发红唇，配上金丝边眼镜，精神奕奕；镜

头里，自1939年参演个人首部电影《好丈夫》，秦怡

与电影相伴超过八十载。镜头外，那一年已经97岁

的表演艺术家，作为电影界的唯一代表获得了“人民

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和“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镜

头外，今年1月底，记者最后一次到华东医院探望秦

怡，她正恬静地坐在病房的玻璃窗前，桌上摆着这几

年生日时候她的相片。看着时光轻轻抚过，看着自

己一年又一年的笑容，秦怡又笑了，一如往昔的从容

和美好。 首席记者 孙佳音

1941年秦怡离开中国电影制片厂，进

入中华剧艺社，成为该社演员。“在重庆的

时候，一年六个话剧，演足280天，我都是

主要角色。战地演护士，亭子间演嫂嫂，

各色各样的。只要日本人不轰炸，就演。”

她还甘愿为别人跑龙套，甚至后来秦怡写

了一本名叫《跑龙套》的书，阐释心中的

“龙套精神”。无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

行、精一行，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每一次

表演。

抗战胜利后，秦怡回到上海。父亲

走了，她便扛起了整个家，一部电影接着

一部电影。1947年《无名氏》，1948年

《遥远的爱》。1949年新中国成立，她成

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并主演了电影

《失去的爱情》和《母亲》。1950年《农家

乐》、1951年《两家春》。稍许休整，1956

年秦怡又完成了《铁道游击队》《马兰花

开》两部大作；1957年主演了新中国第一

部体育题材彩色故事片《女篮5号》；

1958年与孙道临、宋德裕合作完成了《红

色的种子》；1959年与谢芳等联合出演改

编自杨沫同名长篇小说的电影《青春之

歌》，同年还出演了由郑君里、岑范联合

执导的《林则徐》……电视领域，秦怡也

是先锋和楷模，1982年她主演了电视连

续剧《上海屋檐下》，并凭借此剧获得第

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对

于荣誉，她说“个人真的没什么了不起

的”；对于名利，她说，“赚来的钱全都养

家了。我自己真的没什么钱，也没什么

好看的衣服，只好买点蓝布头。”

爱电影 拍电影

■ 5月8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李家超挥手致意 新华社 发

人民艺术家秦怡今天凌晨逝世

她走完了百年光影人生路

干一行 爱一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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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볒뒺》

▲《队뗀폎믷뛓》

▲《篮삺5号》

▲《下몣컝쿂》

▲《畔몣뫾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