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22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二 关注·

新华社记者许晓青

　　中国影坛的百年人
瑞——— 人民艺术家秦怡 9
日驾鹤西去。在 80 余载
艺术生涯中，她活得美丽
而优雅、坚毅而执着，如果
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她，那
一定是火红色——— 这是青
春的色彩，是她最喜爱的
颜色。

  明星，在抗战烽

火中诞生

　　 1922 年 1 月，秦怡
出 生 于 上 海 。 1 9 3 2 年

“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
进攻上海，秦怡在家门口
目睹炮火纷飞、血肉模糊
的场面，她渴望救死扶伤，
并很快行动起来，到战地
协助红十字会工作。
　　年少的记忆被鲜血染
红。直至 1938 年离家出
走，小小年纪的秦怡不是
被动接受抗战烽火洗礼，
而是迎难而上。她从上海
家中辗转到华南多地，后
来抵达大后方重庆，以实
际行动支持抗战。在重
庆，条件异常艰苦，不时遭
遇轰炸，她很快加入到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
艺工作中。
　　当时在大后方，她主
要参与话剧演出，偶尔参
演电影，从不计较是主角
还是配角，即便跑龙套也
不在乎，就这样练就了表
演基本功，与白杨、舒绣
文、张瑞芳并称抗战时期重庆话剧界“四大名旦”。
　　“抗战胜利了，我们可以演话剧了，好好去演了！
抗战胜利了，我们可以去拍电影了，我们之前根本没
法好好拍电影……”她曾向新华社记者回忆欢庆抗
战胜利时的情景。

勤奋，为新中国电影添彩

　　《铁道游击队》里“身手不凡”的芳林嫂、《女篮五
号》里饱受苦难却依旧坚强的林洁、《青春之歌》里大
义凛然的革命者林红、《摩雅傣》中勇敢成长的少数
民族医生……
　　新中国成立后，秦怡主要活跃在银屏上，先后拍
摄了数十部影片及电视剧，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
艺术形象，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农家乐》《铁道游击
队》《女篮五号》《青春之歌》《摩雅傣》《海外赤子》

《上海屋檐下》等。
　　“1959 年 5 月 20 日，我入了党。入党后接到的第
一个角色正是扮演一名视死如归的女共产党员——— 电
影《青春之歌》中的林红。”秦怡生前这样回忆。
　　秦怡曾细数自己出演的角色，有六七个是共产
党员的形象。“在电影《青春之歌》中，林红的戏尽管
不多，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当年我接到
角色的第一反应是，我怎么能演好铁窗里的共产党
人呢？”
　　后来，秦怡和整个剧组从表演、服装、灯光、摄影
等多角度反复琢磨，最终向林红这个角色一步步靠
近。“一开拍，整个片场静得不得了，我只听到我自己
的声音，整个身心都融入了戏中。”
　　熟悉秦怡的人都说她特别勤奋，从来不以“明
星”自居。片场内外，她总在琢磨角色。当年她在

《铁道游击队》中扮演芳林嫂时反复练习“投掷手榴
弹”的招式，九旬高龄拍摄《妖猫传》时仍不断推敲
老宫女的一颦一笑……
　　曾与秦怡合作过的一位青年演员感叹：“她往镜
头前一坐便是千言万语……”

丹心，咏唱永远青春之歌

　　秦怡辞世的消息传来，影坛痛惜，人们纷纷
追忆。
　　“她胸襟宽广，关心着我们的成长和点滴进步，
她希望中国的电影事业走向世界……”八旬高龄的
老演员牛犇忆及秦怡大姐，有些哽咽。2018 年 5
月，83 岁的牛犇加入中国共产党，秦怡是入党介绍
人之一。
　　晚年的秦怡依然情系银幕，从未停下脚步。她
说：“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她每天坚持读报、
看书，抽空还动笔编写剧本。90 多岁的她坚持登上
青藏高原，拍摄自编自演的电影《青海湖畔》。与她
配戏的演员佟瑞欣回忆，老人家一心想演戏，要演好
一个报效国家的气象科技工作者，她就是为电影而
生的。
　　“我经历了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更加觉得幸福
来之不易，更加要不断学习，拍好电影就是为人民服
务。”秦怡生前这样自励。
　　过去很长时间，让秦怡最放心不下的是一直患
病的儿子金捷。她在医院为儿子陪夜，不舍得自己
加一个单人病房休息。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仲伦
回忆，作为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她为小家如此节俭
操劳，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地震时，她却慷慨解囊，捐
款累计超过 20 万元，“她心里不仅装着电影、装着

‘小家’，更装着大家、装着人民。”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
鲜血……”这首歌曲，回响在 60 多年前秦怡出演的
电影《青春之歌》中。又是一个五月，又是一个鲜花
盛开的时节，秦怡走向永恒———
　　她用生命与热爱，咏唱永远的“青春之歌”！
        　　新华社上海 5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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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再无“芳林嫂” 天上多颗“传奇星”
百岁秦怡辞世

　　新华社上海 5 月 9 日电（记者许晓青）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电
影表演艺术家秦怡 9 日在上海逝世，享年
100 岁。
　　 1 9 2 2 年 1 月 ，秦 怡 出 生 于 上 海 。
她 1 6 岁 开 启 舞 台 生 涯 ，随 后 走 上 大 银
幕。秦怡是我国文艺界公认的德艺双馨
艺 术 家 ，在 她 充 满 传 奇 色 彩 的 8 0 余 载
艺 术 生 涯 中 ，塑 造 了 众 多 栩 栩 如 生 的 艺
术 形 象。 特 别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她 先 后
出 演《农 家 乐》《铁 道 游 击 队》《女 篮 五
号》《青春之歌》《摩雅傣》《海外赤子》等
数 十 部 影 片 ，在 新 中 国 电 影 艺 术 长 廊 留
下 浓 墨 重 彩。美 丽、优 雅、坚 韧、富 有 正
义 感 ，是 她 特 有 的 银 幕“标 识 ”，其 中 她
在《铁 道 游 击 队》中 扮 演 的 芳 林 嫂 ，成 为
银幕经典。
　　秦怡一生经历坎坷，但始终乐观坚强。
早期她从封建大家庭出走，踏上抗日救亡
之路，积极投身抗战进步演艺事业。在重
庆时，她亲历日军大轰炸，是战争幸存者之
一。20 世纪 60 年代，她罹患癌症，所幸治
疗及时，逐步康复。她常说，自己是从“鬼

门关”几度“走回来”的人，更懂幸福来之
不易。
　　改革开放后，她仍执着于影视创作。
2014 年，年过 9 旬的秦怡登上青藏高原，
拍摄自编自演的电影《青海湖畔》。片中塑
造的气象科学工作者梅欣怡的艺术形象，
寄托了她对工作、对生活、对祖国的无比
热爱。
　　 2019 年 9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
举行。因身体原因，秦怡无法赴京参加仪
式。97 岁的她，当天在病房观看了电视直
播。“国家给这么高的荣誉，很激动，感受很
多，很想流泪……”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
家荣誉称号的她感慨万千。
　　近年来，秦怡因患晚期肿瘤一直住院
治疗。2022 年 1 月 31 日，在医护人员和
家属陪伴下，秦怡度过了百岁寿诞。身边
工作人员回忆，谈及表演艺术，老人仍然充
满激情。
　　 5 月 9 日，秦怡病情突变，经全力抢
救无效，于凌晨逝世。据了解，遵照家属意
愿，秦怡丧事从简。▲ 2013 年 6 月 15 日，秦怡亮相第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新华社发（裴鑫摄）

　　 2022 年春节前夕，上海华东医院秦怡
的病房内荡漾着春的气息。连续两年，秦怡
新春时节都收到了蝴蝶兰盆栽，1 月 31 日是
她 100 周岁的日子，花儿朵朵绽放，寓意顽
强的生命力，老人穿上大红色外套，高兴地笑
了……
　　时隔数月后，秦怡病情突变，5 月 9 日清
晨，传来百岁高龄的她驾鹤西去的消息。没
有隆重的告别仪式，在天堂的秦怡或许并不
会介意，她一向豁达开朗，善解人意。
　　她好像一本书，翻阅百年，说不尽的欢笑
与泪水。她也是苦难中开出的最美的花，将
爱与正能量传递给身边的每个生命……

对这片土地饱含深情

　　 2009 年秋天，上海电影集团上海电影
制片厂迎来 60 华诞，在庆祝大会现场，记者
第一次聆听了秦怡的演讲。
　　她的言辞铿锵有力，当时记者距离她的
演讲席百米开外，却听得真切，那是一篇饱含
深情的文章。
　　记者至今无法忘怀，演讲中对电影人这
个群体工作场景的描述。
　　“拍戏的人没有季节，零下 30 摄氏度也
可以穿着单衣，还扇扇子。零上 40 摄氏度，
也可以穿着棉衣，围着围巾。严冬腊月往河
里跳，酷暑也要往火里钻。可是无论吃多少
苦，每当一段样片出来时，大家抢着看自己在
片子里是否有不足之处。”
　　这段激情演讲令台下几代中国电影人为
之动容。作为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秦怡的文
学功底真是了得，她知道如何用最精炼的词
句描述电影人。
　　那天上影还举办了秦怡从影 70 周年活
动。时任上影集团董事长、总裁的任仲伦后
来向记者透露，特意安排秦怡发言，也是她主
动请求，因为前不久她的离休认定工作顺利
完成。
　　 2009 年适逢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离
休认定”是对秦怡 1949 年 10 月前参加革命
工作的组织认定。据了解，这是秦怡的长期
夙愿，希望党组织查明，解放前夕，她曾经协
助中共地下党工作。因为这类工作在解放前
往往是“单线联络”，老人一直未能如愿。
　　任仲伦说，集团多方查阅了大量档案，包
括可以相互佐证的关系卷宗，并在有关部门
帮助下，终于证实，1947 年前后，秦怡协助中
共地下党完成了对一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
策反工作。2009 年，已 87 岁高龄的秦怡，对
于这份“迟到的认定”，并不苛求什么特殊待
遇，而是表达了她对党的事业一片拳拳之心。

  超高龄挑战青藏高原，乐当

“秦大胆”

　　“秦怡要去青海拍戏了！”2014 年刚入
秋，秦怡准备出发上青藏高原的消息既突然
又很自然。大家知道《青海湖畔》剧本已有一

两年，但不太敢相信老人不用绿幕，而是要自
己亲自赴青海实景拍摄。
　　不少影迷认为秦怡是“电影女神”，也有
人称她是“最美妈妈”，但她身边的亲朋好友
觉得她更应该叫“秦大胆”。登上青藏高原这
样的大动作，在秦怡眼里就是“一件小事”。
　　“我拍这个戏，想了很久了，你来我家，我
们当面说，比电话里畅快！”那是一个周末的
上午，电话那头老人一定邀请记者到她家里
坐坐。
　　在秦怡靠近衡山路的家，她向记者讲述
了自己的高原“冒险计划”。当时她已九旬高
龄，出发前曾尝试吃了一段时间红景天，到青
海后，她亲力亲为，摔跤、打滚，都不用替身，
倒是把与她配戏的佟瑞欣吓到了。多年后，
佟瑞欣回忆这段拍摄经历，依然觉得老人太
爱冒险了，“秦大胆”不听劝。
　　其实，老人的脚步从未停歇。此后两年，
她又为舞台剧《如梦之梦》重返话剧舞台奔
忙，还远赴澳大利亚，为当地华人献演钢琴伴
诵《鲁妈的独白》。甚至在记者们还在等待

《青海湖畔》上映档期时，她已经匆匆赶往陈
凯歌导演的《妖猫传》拍摄现场。
　　“我的戏份不多，但却不好演。我演一个
宫中的老嬷嬷，单是‘怎么死’这个环节，也推

敲琢磨了很久，你看了电影就知道了。”秦怡
后来如数家珍般回忆道。
　　事实上，过去 10 多年，“秦大胆”相当一
部分与记者的长谈，都是关于历年她所拍摄
电影的细节。对于她扮演的角色，人物的特
性，甚至现场的灯光、服化道的配合要诀，她
都如数家珍。
　　 2017 年初冬，适逢电影产业促进法即
将颁布实施，秦怡兴致勃勃跟记者谈了一个
多小时，除了对电影产业的期许，很多时候在
讲拍戏的技巧，比如参演少数民族主题电影
时，如何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如何在外景现
场管好道具马匹，如何在电影镜头前逼真还
原不同人群的工作和生活……
　　“秦大胆”的心里只有电影。她住院前最
后一次参加上海市级的“电影党课”活动时，
依然用很大篇幅向记者回忆小时候的“电影
梦”。她说，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更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她对自己的家乡很是
自豪。

  是“00 后”传奇，也是重情重

义的“国际秦”

　　吴祖光曾在随笔《秦娘美》里形容：“秦怡

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身处逆境而从
不灰心丧志，能够以极大的韧性迎接苦难
克服苦难。永远表现为从容不迫……”
　　秦怡早年放弃上海优渥的家庭生活，
投身抗战一线。新中国成立后参演电影不
断，同时也经历了历次运动。她的两段婚
姻均不完美，儿子金捷又罹患精神疾病，后
来长期卧床，靠秦怡无微不至照护，直至
2007 年金捷离世。
　　 20 世纪 60 年代，秦怡还曾罹患肠
癌，有幸得到及时治疗，逐步康复。晚年她
经常参与公益活动，但凡遇到癌症病人的
活动，她都会现身说法，劝病友莫慌张，称
自己就是“过来人”。
　　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地震，她多次捐
款，可谓倾囊而出。她认为，金钱要用在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比如拍电影需要足够
的资金投入，社会上困难家庭需要捐助，
等等。
　　她积极乐观，自称“90 后”，最终变成
了“00 后”。她热情好客，同时也慷慨大
方，多国著名影星与秦怡结下友谊，让旁人
都叹为观止。
　　 2015 年 6 月，第 18 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上，70 岁的栗原小卷搀扶着九旬高龄的
秦怡，缓缓走过上海衡山电影院的侧门通
道，数十米的水泥路好像一条为两人特意
铺设的“红毯”。
　　栗原小卷与秦怡的这次短暂相逢，也
是秦怡人生最后时光里，与国际影坛友人
难得的重聚。“您当年送我的一个小包，我
至今还保存着。”栗原小卷向秦怡提起往
事。秦怡则一直客气着：“这不算什么，一
件小礼物而已。”
　　秦怡喜爱收藏一些小物件，比如女性
的小手提包，每次公开亮相总是打扮精致，
小手提包也是不可或缺的。直至 2019 年
10 月，秦怡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
号后，还有一位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退
休老教师给记者写信，提及秦怡对友人的
慷慨。
　　这位影迷与秦怡在埃及相识。那年是
1957 年，秦怡、白杨等代表中国电影人出
访埃及，当时正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
的这位影迷，收到了秦怡的签名赠照，后来
一来一往建立了联系。秦怡还将出访时从
泰国购买的手提包送给这位影迷的夫人。
尽管都不是贵重物品，但在物质匮乏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的礼物对影迷而言
可谓终身难忘。
　　秦怡没有大明星的架子，甚至欢迎这
位影迷到上海家中做客。时隔近 60 年，
秦怡仙逝，这份情谊令影迷依然惦记。
　　“一个人，你再怎么拼命去追求物质金
钱，你走了，一切全都消失了。反过来，如
果你留下来一种信念、一种品质、一种看待
事物的方式，人们就会永远记住你。”秦怡
生前这样说。
        （本报记者许晓青）

　　（上接 1 版）1975 年，习近平结束知青生
活，赴北京深造。10 月 7 日，全村人排起长
队为他送行，很多人流下了不舍的眼泪。几
名村民代表步行 40 多里路，一直将习近平
送至延川县城。离别前一晚，大家畅聊了一
整夜。
　　乡亲们送给习近平一个镜框，上面镶着

“贫下中农的好书记”八个字。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对乡亲们一直很
挂念。1993 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他回了
一趟梁家河，给大家带了报时钟、紫菜、茶叶。

他多次写信，鼓励乡亲们脚踏实地、真抓实
干，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他还先后帮村
里通了电、修了桥、翻建了小学。
　　“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
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
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他在一篇回
忆文章这样写道。
　　 2015 年，从梁家河回到延安的当晚，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
致富座谈会，部署老区扶贫开发工作，强调确
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

社会。
　　 2019 年 5 月，延安告别绝对贫困。
　　曾经，习近平最大的心愿是让乡亲们能
吃上一顿肉。如今，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人们，从苹果树上“摘下”小康生活，吃上了

“旅游饭”，梁家河人均收入从 2015 年的
9000 元，上升到 2021 年的 1.8 万多元。
　　“我们这一代人有这样一个情结，一定要
把我们的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扶一把，
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全
面小康，大家一起走这条路。”2020 年 5 月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谈及往事，语
含真情。
　　 2021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
来到陕北黄土地，了解推进水土流失治理
和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74 岁的张卫庞，告别了窑洞，住进
100 平方米的三居室，冬天有暖气，扭开水
龙头就有自来水。他把果园承包给别人，
实现了“老有所依”，开始走出村子去旅游。
　　黄土高原上，阳光普照，生机舒展……
        （记者任沁沁、李浩）

历经磨难，不改优雅坚韧的“秦大胆”
　　她好像一本书，翻阅百年，说不尽的欢笑与泪水

　　她也是苦难中开出的最美的花，将爱与正能量传递给身边的

每个生命

　　她说：“一个人，你再怎么拼命去追求物质金钱，你走了，一

切全都消失了。反过来，如果你留下来一种信念、一种品质、一

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人们就会永远记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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