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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跨越世纪的美丽：秦怡传》以传记的形式，纪实文学的笔法，对传主的演艺生涯、政治生活、
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
因此，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
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
胆进行具有一定想像力的文字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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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野玫瑰风波    首先说明，六十年前在重庆演出的话剧《野玫瑰》，先是红极一时，后被各界人士
批判罢演，被指为是“为汉奸理论涂脂抹粉”的反动戏，编剧陈铨亦被指为是“公开宣扬法西斯理论
”的国民党员，由此闹出一场风波。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戏虽然不演了，“风波”却未停，与“风波”有关的人背着沉重的包袱，尤其是
编剧陈铨先生，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但是，凡被歪曲的人或事总有还其本来面貌的一天。
如今，那场“风波”已彻底得到澄清，冤屈者也予以平反，可以安息九泉了。
事已至此，似乎不该再旧事重提。
但不然!历史是不能被轻易忘记的。
何况不同当事者在那场“风波”中的处境并不一样，因此，当今天重新回顾那场“风波”时，应力求
客观公正地加以叙述。
    1942年10月，“中艺”排演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秦恰没有角色，属空档。
此时，施超以留渝影人剧团的名义向应云卫商借秦怡，参加他组织的《野玫瑰》的演出。
应云卫一直想培养秦恰当“中艺”的台柱子，期望她能不断有所长进，在秦怡空档的时候有人来找她
演戏，应云卫爽快地答应了。
    “施超他们来找我要借你，要你演一个女大学生，我已答应了，你去吧。
”找了个机会，应云卫向秦怡说了施超借她的事，鼓励秦怡接下新的角色。
    凡应云卫答应和决定的事，秦怡自然不会反对。
秦怡心里十分清楚，应云卫在培养她，尽量让她有更多实践的机会。
所以，应云卫和她一说借人的事，她二话没说就高高兴兴地到《野玫瑰》剧组去报到。
    《野玫瑰》是个现代剧，编剧叫陈铨。
剧情大意是：国民党特工人员夏艳华，嫁给了伪政府的大汉奸王立民，在王家遇到昔日情人、打人伪
政府内部的国民党情报人员刘云樵。
在一次窃取情报的行动中，云樵的身份被伪政府警察厅长识破，危急关头，夏艳华利用警察厅长对她
的迷恋，放走了云樵。
随后，夏艳华又玩弄机巧，让王立民杀死了警察厅长，再迫使王立民自杀，自己远走高飞。
全剧四幕戏，剧情曲折离奇，紧张惊险。
七个角色，人人有戏，其中王立民和夏艳华是男女一号入物。
戏的主题是和汉奸作斗争。
这样的戏，演员选得好，对观众是有吸引力的。
看中这一点，中国青年剧艺社导演张骏祥曾想排《野玫瑰》。
张俊祥和陈铨是大学同学，两人私交不错。
后来，他们一个留学美国，一个留学德国，回国后继续保持来往。
当张骏祥想排《野玫瑰》又尚未行动时，施超捷足先登，抢先一步找了陈铨，把剧本争取到手。
名义上这个戏由留渝影人剧团组织演出，实际上是施超和路曦夫妻两人找个投资商联手操作，他们认
为排演《野玫瑰》肯定能赚钱。
    《野玫瑰》剧组阵容很强，演员有施超、田力、王斑、陶金、路曦和秦怡，导演是苏怡。
秦怡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最初的角色分配是，男女一号人物王立民和夏艳华，由施超和路曦夫妻俩分演，秦怡演一个女大学生
。
这个角色和她比较接近，演起来并不难。
        剧组排练非常认真，一点也不许含糊。
    苏怡给大家说戏，说《野玫瑰》是向汉奸作斗争的戏，是抗日的。
第一幕戏排下来，从形象要求出发，苏怡提出秦怡和路曦对调角色，秦怡人比路曦高，夏艳华是打人
汉奸内部的女特工，让秦怡演在台上更能撑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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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角色塑造需要，导演提出演员互换角色在剧组属家常便饭，大家没有异议，路曦本人也很乐意。
    角色一对换，秦怡由配角升为主角，依常情她应该高兴，可她高兴不起来，反有点害怕。
夏艳华是个女特工，戏份重不说，更重要的是她漂亮、洒脱，在交际场上兜得转，表现在舞台上要收
得拢，放得开。
二十一岁的秦怡，漂亮自然不用怀疑，唯独与洒脱不沾边，所有的是拘谨、缓慢与憨厚，因而思想负
担很重。
        虽然如此，秦怡还是把演夏艳华看成是提高演技的一个好机会，决心演好夏艳华，把自己从腼腆
的性格中“解放”出来。
    为寻找“洒脱”的感觉，秦怡从舒绣文和吴茵大姐身上，从女青年会那个交际花身上，寻找、捕捉
“洒脱”的外在表现。
舒绣文性格豪放，无所顾忌，敢做敢当；吴茵善良大度，语言自然清脆；女交际花神秘莫测，个子瘦
高，穿一件披风，风度翩翩。
在回忆与她们的交往过程中，秦怡逐渐树立演好夏艳华的自信。
    服装与化装师也帮了大忙，他们想方设法让秦怡尽量风流潇洒，雍容华贵。
最终的定装是：秦怡披一头波浪长发，穿大开叉紫色长旗袍，戴一对时髦耳环，脚登高跟鞋，整个形
象像是一座夺人眼球的雕塑。
活到二十一岁，秦怡从没有这样打扮过。
        《野玫瑰》的演出，果然轰动山城。
演一场，满座一场。
观众每天排着长队购买票子，黑市票价一再翻番，高出正常票价好几倍。
观众为能看到《野玫瑰》和一睹秦怡的风采感到满足。
  “你去看什么戏?”      “我去看秦怡。
”    马路上常常听到这样的对话。
秦怡的名字代替了剧名，一出《野玫瑰》使秦怡名噪一时，红透半边天。
    每天演出结束，总有大批青年观众等在剧场门口，以亲眼目睹秦怡的真面目为快，以得到秦怡的亲
笔签名为荣。
个别痴情的观众，借诗表达对秦怡的爱慕之心。
一些达官贵人发来请柬，提出和秦怡一起共进美餐。
还有个别无聊的阔佬，在马路上发现秦怡，竟开着汽车尾随盯梢。
    更离奇的是，一次国民党空军的人来买票，因满座而未能如愿，他们竟在抗建堂剧场门口架起机关
枪，扬言如果不让他们进场看戏，他们就对剧场进行扫射。
剧场被迫想办法给予满足。
    一部戏能得到这样不寻常的反响，秦怡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感受到了观众对她的热情，这说明
她努力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夏艳华这个人物，她演活了，得到了观众的承认。
但同时秦怡又非常清醒，没有因走红而盲目轻飘。
对热情的观众，她为他们签名，满足他们的要求；对求爱的小诗，她挑了些写得好的，收着细细诵读
；对达官贵人的显摆纠缠，她不敷衍应酬，心甘情愿地过着一件旗袍穿四季的生活。
    《野玫瑰》演出的成功，一是因为剧情设计巧妙，二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演了女一号，而且是真把
角色演出来了。
如果仅此而已，再火的戏演一段时间总会冷下来，跟着是继续排演新戏。
然而，当《野玫瑰》演得正火的时候，一场“风波”悄然而起。
大约演到第八场，批判之声开始泛起，说是戏有问题。
为了保证演出，秦怡当时除了上台，就是休息，没机会听到传言。
后来纷纷扬扬的说法越来越多，秦怡知道了大吃一惊。
问题到底在哪儿?她不知道，也看不出来。
    一天，赵慧琛告诉秦怡一个消息：“听说这个戏政治内容不好，有替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涂脂抹
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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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有社论，编剧还得了奖。
”    秦怡听后愕然无语，辛辛苦苦地演戏，观众这么欢迎，怎么竟是一个为国民党的假抗日涂脂抹粉
的戏呢?    第二天，碰巧金山来找秦眙，两人一起吃饭，秦怡问金山：“你说，《野玫瑰》到底是抗战
的戏，还是为国民党涂脂抹粉的戏?”    金山也不得要领，一时敷衍道：“《野玫瑰》的问题主要出在
施超身上，他拼命抢戏，他演的汉奸王立民太要戏，演得叫人有点同情。
”    秦怡觉得金山没说到点子上，《新华日报》批评《野玫瑰》是为“国民党假抗日涂脂抹粉”，没
说为汉奸涂脂抹粉。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一定要搞清楚。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秦怡和剧组的人到处找《新华日报》，一时没有找到。
过了几天，赵慧琛看到了《新华日报》批判《野玫瑰》的文章，文章很长，题目叫《读(野玫瑰)》。
文章重点指出：《野玫瑰》“⋯⋯更严重的问题是隐藏着‘战国策派’思想的毒素”，结论是“反动
戏”。
赵慧琛把《新华日报》批判文章的内容告诉了秦怡，并特别提醒说，文章只批判了《野玫瑰》剧本，
没有涉及留渝影人剧团的演出。
    接着，传来一条消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野玫瑰》的编剧陈铨发了编剧奖。
这进一步说明了《野玫瑰》问题的严重性。
随后，秦怡又听人说陈铨是国民党，还有人说陈铨是国民党特务。
有了这些确切的事实，秦怡相信《新华日报》对《野玫瑰》的批判是正确的，既然是国民党特务写的
戏，《野玫瑰》无论如何不能再演了。
    剧组的大多数人也感到不安，纷纷同意秦怡的意见：立即停演《野玫瑰》。
大家向投资人提出，投资人坚决不同意。
《野玫瑰》上演的时间不长，扣除苛捐杂税，钱还不够还本，再说卖座又这么好，停演了损失太大。
  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剧组的人急得不知所措，谁也没有心思再演下去。
关键时刻，美工师张尧出面找大家商量，星期天演完日场，一起到中苏友好协会开会商讨办法。
秦怡后来才知道，张尧是地下党员。
有人肯出面牵头办事，剧组没人有不同看法。
    根据事前通知，星期日日场一结束，大家分头到中苏友好协会汇合。
组织者张尧，参加者有秦怡、陶金、苏丹等人。
施超因是《野玫瑰》演出的策划者，没有通知他参加，怕他为了收入不肯停演。
路曦是施超的妻子，也没有被通知参加。
与会者都是进步戏剧工作者，人人都想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理所当然地不能容忍演坏戏破坏抗日。
商讨的一致意见是：投资方不同意停演，就立即罢演，当天夜场付诸行动，具体由舞台监督苏丹和主
演秦怡在夜场戏演完后拉开大幕，秦怡向观众宣布：《野玫瑰》从明日起罢演。
    一部使自己走红的戏，要自己亲口宣判它的“死刑”，这多少有点残酷，但秦怡毫无怨言，她追求
的不是虚名，是抗日救亡的理想。
    当天晚上，戏像往日一样开演，剧场内座无虚席，没人发觉有什么异样。
最后一幕戏结束，大幕迅速合拢，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几分钟后，大幕又徐徐拉开，秦怡和苏丹站在舞台上。
观众以为是谢幕，准备再次鼓掌，可仔细一看不像，两人的表情特别严肃，哪有这样谢幕的?    剧场内
寂静无声，秦怡上前一步，开始讲话，平时舒缓的语调变得激越高昂：“观众朋友们，我们演了一个
坏戏，美化了特务汉奸，我们决定罢演《野玫瑰》。
已经买了票的观众朋友，请你们马上去退票。
”    剧场内一阵骚动，演员罢演，从没听说过!慢慢有了惊叹和叫好声，也有了鼓掌声，而且越来越响
。
    演员罢演《野玫瑰》，舆论议论纷纷，赞成的和反对的，各执一词，引起强烈反响。
    戏剧界为此举行“演员有没有权力不演坏戏”的讨论，舒绣文率先支持秦怡：“我钦佩秦怡，她能
承认自己演了坏戏，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应该像她一样，如果演了坏戏，也应该站起来罢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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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云卫和白杨都支持秦怡罢演。
        秦怡没有参加这次讨论，她从发言记录上看到了舒绣文的发言，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事关大的原则，舒绣文给了她鼓励和力量。
    针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野玫瑰》颁发优秀编剧奖，重庆戏剧界联合发出签名抗议信，秦怡在信
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罢演和抗议，形成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直至“文革”，秦怡为此深受指责。
    “这个人是演反动戏成名的!”    “她红得发紫，全靠《野玫瑰》。
”    在政治气氛极左的年代，“演反动戏成名”是分量很重的政治性罪名，秦怡长时间惴惴不安，成
为一块心病，在各种学习、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一次次作自我检查，接受别人的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秦怡遭受批斗，被隔离审查，这也是原因之一。
    在最困难的时候，秦怡每每想到敬爱的周总理。
1961年9月，秦怡参加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关于提高表演技巧的座谈会，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好的演技不要丢，你在《野玫瑰》里演得很好。
”晚上，周总理和秦怡一起跳舞，周总理边跳边说。
    秦怡听了吓了一跳，她不敢相信周总理这么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件事，便轻声说：“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个污点是洗不掉了!”    周总理笑了：“这跟你没关系，那个戏的内容不好，你的演技是好的。
戏的内容是编剧写的，好的演技是你的。
而且，在那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你又怎么能知道呢?”    秦怡心中感到一阵温暖，周总理的善解人意
和亲切鼓励，她感激不尽。
    和秦怡相比，《野玫瑰》编剧陈铨的命运凄惨多了。
因为《野玫瑰》、《蓝蝴蝶》等几出戏，解放后他一直抬不起头来，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二十
多年后才沉冤昭雪，彻底平反。
后经查证，陈铨既不是特务，也不是国民党员，他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一个做学问的教书先生。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个人的局限性而创作了打算在校园内演出的话剧《野玫瑰》，又意外被人
看中，拿到社会上去演出，被国民党所利用，结果惹出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用今天的眼光看，《野玫瑰》风波属事出有因。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同室操戈，九千多新四军将士壮烈牺
牲。
这一反动暴行，一方面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另一方面，彻底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
共的丑恶嘴脸。
在此政治大背景下，《野玫瑰》公演产生巨大反响，自然引起了一些左翼人士的深思，待读完剧本，
发现剧中两位主要与汉奸作斗争的特工，身份均是国民党员，由此很容易让人得到一个结论：这是为
“国民党涂脂抹粉”。
    同样是在此政治大背景下，《野玫瑰》演出不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编剧陈铨颁发剧本奖，更加
刺激了左翼人士的不满。
在重庆，为抗战救亡，戏剧界演出过多少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好戏，几曾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谁
发了奖?    有了这两方面的原因，《新华日报》发表批判《野玫瑰》的文章，并不是无端的发难。
至于从批判戏到批判人，特别是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中，在极左的氛围下，对当事人采取无情打击的做
法，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P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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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之一，它以传记的形式，纪实文学的笔法，对传主的演艺生涯、政治
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
因此，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
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
胆进行具有一定想像力的文字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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