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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室请他们吃饭。席间 ,周恩来与周信芳作了更为深入的交谈。

周恩来的话深深打动了周信芳。抗战胜利后，周信芳目睹国民

党治国无方，民主无望，曾一度对前途悲观，打算出走香港。

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打消了这一想法，决心留在上海，继续

从事进步文化工作。

1948 年年底，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文委考虑到解放战争形势

发展的需要，打算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剧影协会。经过

反复研究，决定由熊佛西、陈白尘、黄佐临、刘厚生、吕复、

吴琛等六人组成核心小组，具体领导影剧界迎接上海解放的工

作。剧影协会的主要工作，包括广泛联系戏剧工作者，宣传解

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党的政策，做戏剧界上层人士的工作，印

刷和散发宣传品，对戏剧电影各相关单位、团体进行调查了解，

开展护厂护校运动，组织迎接解放的演出等。

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解放军渡江南下已势在必行。面对

形势的变化，不少知名京剧演员都遇到了去还是留的问题。这

一时期曾有不少人来向周信芳游说，向他宣传“共产党来了没

有出路”的论调，并许以优厚的待遇加以诱惑，但是这一切都

没能使周信芳动心。当然，革命力量也在争取周信芳。当时，

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文委通过联络人吴小佩向剧影协会核心小组

传达指示，要他们派人去同在京剧界享有赫赫声望的艺术大师

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先生正面接触，坦率谈心，做好工作。剧

影协会六人核心小组经过商量，决定由戏剧教育家、当时担任

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的熊佛西担当此任。

据周依霖介绍，当熊佛西与夏衍一行来到周信芳家拜访时，

周信芳亲自把他们迎到楼上的书斋。熊佛西开始以“谈戏”为名，

但周信芳一下子就猜出了他们的来意。他郑重地说：“作为一

名京剧演员，观众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请放心，我决不跟国

民党走 , 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当熊佛西说起他们还要去

拜访梅兰芳，周信芳马上打电话联系梅宅，并陪同他们一起拜

会了梅兰芳，同样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熊佛西后来向核心小组

报告说：两位大师都请他郑重地向党组织转达：“请党放心”，

决不离开上海，愿为新中国服务。

上海解放那一天，周信芳的老友姜椿芳从北京回来，随解

放大军进城，第二天就去看望了周信芳，两人格外激动。姜椿

芳还通知周信芳和梅兰芳一起去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周信

芳高兴地答应了，并说：“兰芳那儿，你不用去了，我去告诉他。”

说话间喜形于色，不能自已。随后周信芳就到上海人民广播电

台广播，表示他对上海解放的喜悦之情。梅兰芳则率剧团在上

海南京大戏院连演三天，热情慰问解放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指战员，周信芳一同参演《打渔杀家》《大名府》。

1949 年 9 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举

行，周信芳作为特邀代表赴京筹备并在大会上发言。10月 1日，

三十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的“开国大典”。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周信芳被

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这意味着千百年来被视作“贱业”的戏

剧演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与中国戏剧史上演员所获得的

最高社会地位，站在城楼上的周信芳感受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

艺人翻身的自豪感。正如周依霖所说的那样：“爷爷一直被视

为文艺界进步力量的代表。”

保护国粹，服务于民

事实上，1948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文委成立剧影协会，不仅

要做戏剧界上层人物的工作，更要联系广大的戏剧工作者，其宗

旨就是对京剧这一“国粹”加以保护，以便在上海解放后，人民

群众依然能够获得京剧艺术带来的美的享受。除了对梅兰芳、周

信芳艺术大师等做工作外，相关的政策和行动也纷纷出台。在

1949年 5月 28日《解放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京剧演出广告前，5

月 25日，随着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市区，华东军区政治

部宣传部所属的华东平剧团也随军入城。26日，剧影协会组织

人民宣传队在电台进行庆祝上海解放广播，并陆续到街头和工厂

演出；由京剧界组织的人民宣传队为庆祝解放特别创排了五个节

周信芳与妻子裘丽琳看孙女跳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