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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丹凤、向梅、牛

犇与本文作者

《小燕子》传唱几代人
王丹凤，新中国22大明星之一。20世

纪40年代，17岁的她在影片《新渔光曲》中

饰演女主角渔家女而被瞩目。1957年，电

影《护士日记》里，她唱的这首插曲“小燕

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成为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童年时必唱的歌曲。

在我担任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以后，我

曾多次来到华东医院9楼探望王丹凤老

师。我记得，一年岁末，当我步入病房，丹

凤老师正斜坐在窗边悠悠地梳着头，阳光

打在丹凤老师的背后，那镶金的轮廓和年

轮般的阴影，让我肃然起敬。我不敢上前，

怕打扰到老人，但我的脑海里，几十年来的

银幕记忆如火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地闪回，

《护士日记》《女理发师》《家》《春满人间》

《海魂》……我仿佛感受到了时空交错，努

力地想象，七十多年前的丹凤老师，是多么

的风华青春？又有多少人为之倾慕？

我还记得，在另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我带着女儿和儿子一同前往，孩子们小心

翼翼地望着眼前面容清秀、白发如银的奶

奶，仿佛也被丹凤老师跨越世纪的气韵所

惊艳，但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

感到陌生。于是，我唱起了“小燕子，穿花

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哦！原来是唱

《小燕子》的奶奶！”孩子们一瞬间就明白

了，他们的眼神发亮了，在他们小的时候，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要求孩子唱

歌，唱得最多的，当然就是《小燕子》。我

小的时候如此，我的孩子亦如此，相信现

在的孩子也如此。就这么一首《小燕子》，

跨越大江南北、春秋年华，竟然愈唱愈新，

真可谓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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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会在安静的时候想起丹
凤老师，这位美丽、低调又做了无数
好事却从不张扬的人。我们想在剧
团为她塑一座像，总要有人为好人
做一点事情。今年，经过民盟上海
市委批准，我们在上影演员剧团的
小屋成立了丹凤支部，我相信丹凤

老师一定会乐见其成，这是对
她电影事业以及盟务
工作的一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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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最后一面
丹凤老师对我说过：“演员剧团不容易，

如果剧团没有钱，我给你们！”“真希望看到你

们排戏，我能作为一个观众安静地欣赏着你

们的演出。”这些话零星记在我的脑海里，时

不时地浮现，提醒我作为剧团团长应尽的责

任。同时，一个小小的念头在我脑海中酝酿：

能不能请丹凤老师回到剧团，和晚辈、和同

行，乃至于和半个多世纪以来关心她、喜爱她

的观众见一次面？

2017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

十周年，上影演员剧团策划举办了“声 · 影”第

二季——向红色经典致敬诵读活动，牛犇、杨

在葆、向梅、梁波罗、陶玉玲等前辈纷纷参加，

王诗槐、马冠英、崔杰、张晓林、何政军等也以

电影人的方式向人民子弟兵致敬。在东方艺

术中心首演前夕，我想到了丹凤老师。“丹凤

老师，您愿不愿意来看看？”她眼睛一下

亮了，我一惊喜，感觉有希望了。因为，

丹凤老师生病之后，不太愿意出门，不愿

意别人和她拍照，尽管每次我们去，她都

会高兴地与我们合影。后来经过我们协

调，这个奢望变成了现实。在此之前我

曾和丹凤老师说，我帮您找一个化妆师，

再给您做套衣服。“不行！化妆师的钱我

出，服装我也自己准备，不许你们给我！”

包括我们当天为她安排了可以直接推入

轮椅的车，丹凤老师也坚持自己承担这

部分费用。在这一方面，她始终坚持自

己的原则，不希望给别人增加负担。那

天晚上，我怕丹凤老师过于劳累，就安排

她在上场口的角落安安静静地看了我们

小半场的演出，当所有演员谢幕的时候，

我推着丹凤老师的轮椅走到了舞台中

央，台上的演员感到兴奋，台下的观众更

是感到惊喜，大家非常激动，看到了久违

的丹凤老师阔别几十年再次走上了她热

爱的舞台。这是因为丹凤老师对舞台的

热爱，对剧团的爱，观众才能再次见到她

晚年的形象。

就在2018年，丹凤老师离世的那

年，我们上影演员剧团重新回归到曾经

的旧址，武康路395号。丹凤老师和秦

怡老师都曾答应过我，一起把上影演员

剧团的牌子重新挂上，一起为剧团揭开

红纱幕。可真正到了那一天，丹凤老师

已经不在了。在我得到丹凤老师离世消

息的时候，我正在上海影城开会，我马上

告诉了身边时任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的任仲伦，我说，能不能在会议结束

的时候，放一首丹凤老师的《小燕子》，让

我们在场的所有上影人，追念一下丹凤

老师。任总立即答应了，于是，在会议

结束后，我们把这个沉痛的消息告诉了

大家，所有人在《小燕子》的歌声中默

哀。当时，我任民盟上影支部主委，民

盟上影支部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为丹凤

老师举办了一场追思会。我和设计师

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找了丹凤老师最喜

欢的大照片作为背景板，剧团的几代演

员都来了，他们为丹凤老师献花。整个

活动，我只是安静地在角落里坐着，默默

地看着，想着……

有些力量不会消失
我们记忆中漂亮、风华绝代的电

影演员、民盟先贤王丹凤可谓家喻户

晓。她从影60多年，主演近60部影

片，也为民盟事业在新时期的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

自民盟成立以来，以个人名义命

名的民盟支部在全国不过十个左右，

包括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华罗庚、

苏步青、梁漱溟等支部。

今年在上影演员剧团著名表演

艺术家王丹凤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民盟上海市委、民盟上影总支将为

以王丹凤老师命名的“丹凤支部”举

行挂牌仪式，这也是全国范围内唯

一以艺术家盟员命名的支部。丹凤

老师曾经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和民

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为民盟事业发

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可惜，丹凤老

师不能够亲自参加仪式，不能够亲

眼见证民盟对她的敬爱。丹凤老

师离开我们六年了，她那殷切的笑

容，那双通透的大眼睛，仿佛还在

关心着我们。丹凤支部的成立及

挂牌，也是对王丹凤先生诞辰百年

最好的纪念！

人生总有很多遗憾，这些遗憾无

法弥补，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那些

在一起的画面，那些彼此间的承诺，

都会伴随着我们未来的人生和生

活。任何一个演员，总会有一天离开

舞台、离开银幕，但是我们心中的热

爱，不会随着年龄而改变。就像我们

敬爱的丹凤老师，她在我们心目中，

永远是非常美丽的，会一直给予我们

力量，给予我们温暖。

■ 上影剧团二楼一角

■ 晚年的王丹凤，岁月不败美人

■ 王丹凤（左）、秦怡（右）与本文作者

■ 王丹凤旧影

“永远不要离开舞台！”
在我每次临走的时候，我总会给照顾

丹凤老师的阿姨送一点小礼物以表心意，

我希望她能把丹凤老师照顾得更好一些，

因为我很爱丹凤老师，上影演员剧团很爱

丹凤老师。丹凤老师曾对我说，“如果我再

年轻一点，我真想跟你一起合作拍一部

戏！”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丹凤老师是我

们大家的偶像，她那么美丽、那么和蔼，相

信有无数的男演员期盼着能和丹凤老师一

起拍戏。我从来没有奢望，能有一天和丹

凤老师合作，丹凤老师说出的话，让我感到

由衷的幸福。

后来，我向丹凤老师提出了一个请求，

请她为上影演员剧团留下手印，并写下一

两句祝福的话。丹凤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在武康路“星光大道”上，留下了丹凤

老师纤细秀丽的手印。丹凤老师为我们写

下了“永远不要离开舞台！”是啊，她也是一位

优秀的话剧演员，我们上影演员剧团的很多

前辈艺术家都是从舞台走向银幕。在九十

多岁高龄的时候，丹凤老师依然惦记着剧

团，希望剧团演员能够多排话剧，和观众保

持直接的交流。我把丹凤老师写的字小心

地放在镜框里，摆在剧团二楼的古董书桌

上，还有丹凤老师的画册，也一直摆在我天

天坐着的椅子旁，我时常可以看到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