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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个著名影星银幕之外家长里短似的往事述说，这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有关自己和家人的
深情回眸，这是一本既普通又平常、既真实又真挚的个人回忆点滴实录。
文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有的是平实而朴素、真实又真切的语言，文中还有的是以往未曾披露或似乎易
于忽视的故人追思以及故园秋梦般的情境交融，正如本书的主人公于蓝不止一次对笔者所说的那样：
“你一定要让喜欢看到这本书的大伙们知道，我给你讲述这里面故事的大时代背景，应该要让大家知
道我们在那个过去的年代里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了怎样一个崇高而神圣的目标。
只有首先搞懂这些原因，恐怕人们才能够透过书中的字里行间，了解到我真实的情感所在，知道我这
一辈子无怨无悔所走过的沟沟坎坎，又是为了什么。
也许只有这样，才会让不同年龄层的读者理解到我内心的真实世界，情不自禁、不约而同地引发出我
们几代人真心撞击的共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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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于蓝自述》(作者于蓝)是一个著名影星银幕之外家长里短似的往事述说，这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老艺
术家有关自己和家人的深情回眸，这是一本既普通又平常、既真实又真挚的个人回忆点滴实录。

这本《于蓝自述》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有的是平实而扑素、真实又真切的语言，书中收录《我的艺术
人生》、《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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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43年冬，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艺”和其他几个专业团体，分别派到陕甘宁的5
个分区去劳军和为老乡演出。
“鲁艺”去的是绥德分区，这次真的到“大鲁艺”当中去了，短短的4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但给我留
下了难忘的生活感受，一幅幅生动的生活景象，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他们的劳动热情，工作智慧以
及他们幽默天才，都深深印在我脑海之中，这时，我才开始懂得了毛泽东主席所讲“生活是文学艺术
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博大精深的道理。
有一次，我们在双谷峪参加群众追悼一位公安烈士的大会，一群民兵扛着红缨枪，无数群众排列着整
齐的队伍前来，静静的会场，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忽然，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人群的背后，我也抬头望去，原来远处一个农民牵着一头毛驴走来，上面坐
着一位身穿便服的中年妇女，缓缓走向会场。
从头髻上的白色标记来看，她就是烈士的妻子。
这个神情庄重的妇女穿着旧棉衣，腰间系着厚厚的粗毛线织的腰带，她没有哭，没有喊，却给人十分
悲痛的凝重感。
会场静极了，她那无声而悲哀的神态，使我感到她既是普通人，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女。
你可以从她的眼神里看出这是悲伤与觉悟的凝结，她内心无比悲痛，但她克制住了。
她并不漂亮，但却给人印象极深。
我感觉她的目光中透露着真实和自然的美，这种美具有无形的魅力。
后来，在多幕歌剧《惯匪周子山》中，她的神韵和气质，对我的角色创作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多少年后，我才深刻体会出她的神韵正是她和丈夫在多年的劳动生活与革命斗争中所磨炼出来的精神
气质。
这气质正是演员创造任何一个角色时都应去捕捉的东西，有了它，才可以达到与角色神似的境界。
我想到当时的她并没有哭泣，在她默默的眼神里，完全可以看出她极力克制着巨大的悲痛，我好像看
到一种不同于一般农村妇女的神态，那是什么呢？
我反复思索，终于明白了她神态里不只是悲伤，而是觉悟和力量，那是她和丈夫在长期共患难的战斗
生活中所获得的气质！
沉重的打击，她没有被压倒。
她在我日后的创作生活中，是使我能捕捉到革命妇女形象和气质的重要起点。
当时，我们“鲁艺”工作团根据延安子洲县的材料编写出《惯匪周子山》，描写的是土地革命斗争时
期，周子山因个人主义膨胀，被敌人收买，叛变革命。
为了清除逆流，铲除革命的障碍，共产党员马红志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终于打进村寨，捉获了罪
大恶极的叛徒周子山。
剧本虽然写出来了，但由于缺少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排练工作很困难。
后来，团长张庚和导演张水华请来一位区干部申红友，他不仅参加过土地革命斗争，而且喜爱戏剧。
由于他的帮助，排练工作起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第一场戏是红军小队长谢玉林前来马家沟找当地的领
头人马红志，商量与布置攻打黑龙寨的行动计划。
刘炽演谢玉林，他穿着红军军装出场，申红友叫他脱下红军军装，换上赶羊人的羊皮袄，手中要拿着
羊鞭，并且说：“如果敌人来了，你一俯下身子，就是一只羊了。
”这一指点，立即把演员的想象思维给调动起来，现场排练也立即活跃了，演员在台上自如地动作起
来。
接着，谢玉林来到马红志家中，场面就更吸引人了。
我演马红志的妻子，当谢玉林叩门时，我一出来，马上要打开门，申红友就对我说：“你不能马上开
，是什么人？
是敌人？
还是自家人？
要听听是不是自己人的暗号⋯⋯”当马红志出来时，申红友也对他说：“你不能一下子就出来，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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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深更半夜农村油灯不能亮出来⋯⋯你要拿个乘米的斗遮住油灯⋯⋯”演员一下子把土地革命斗争
的生活气息捕捉到了，戏排练成功了。
演出时轰动绥德、米脂一带，回到延安也受到普遍称赞。
我扮演马红志的妻子，由于申红友的帮助和前边那位烈士妻子的精神气质，使我的角色创造起了根本
性的变化，审美的标准和观念都随着潜移默化，我不再追求双眼皮大眼睛的化妆美，而是追求质朴真
实充满生活气息的气质美，同行们说我们的角色富有时代特色和艺术魅力。
这次从“小鲁艺”迈向“大鲁艺”的实践虽然只是第一步，但确是我艺术生命中最难忘的一步。
由此可见，人民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让我感到无比真切可信。
申红友不仅懂得该怎样去革命，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感悟，在他的指点下，《惯匪周子山》这个戏一
下子活了起来，真实而生动，这个歌剧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农民的斗争生活，富有极大的艺术魅力，
并获得了陕甘宁边区文艺演出甲等奖。
从此，我才迈进了艺术殿堂的门槛，开始懂得了怎样去创作角色。
在不长的表演生涯中，每个角色的诞生过程，都给我带来了许多难忘而幸福的生活经历，那些陌生而
富有特色的农村茅舍和城镇街道，那些憨朴火热的大娘、大嫂，还有那些腼腆羞涩的姑娘、媳妇，那
些淳厚实在的大爷、大哥，还有那些革命的前辈⋯⋯至今，他们仍栩栩如生地活在我的眼前，我爱他
们，热爱他们！
他们是我的好友，我的挚交，我的老师，他们给了我创造的依据和创造的活力，他们使我懂得了生活
和生命的价值。
当然，我也需要加强和提高自身表演的能力和技巧，不仅要在工作中学习，还要进行正规的培训与练
习，为此，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仍然奋力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干
部训练班，真正的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学习了两年时间，弥补了战争年代未能深入学习理论的不足
。
日后，使我能够出演了像《白衣战士》中的医疗队队长庄毅、《翠岗红旗》中的红军家属向五儿、《
龙须沟》中的社会底层劳动妇女程娘子、《林家铺子》中被压迫被奴役的张寡妇、《革命家庭》中的
革命母亲周莲，还有为了革命事业而无所畏惧、英勇献身的巾帼英烈江姐等这样不同的角色。
但是，由于“四人帮”造成的十年动乱，我又失去了表演的实践，只留下了银幕上这几个角色，我希
望观众朋友们能喜爱她们！
“文化大革命”浩劫过后，有幸在步入晚年之际，我又能为发展儿童电影事业而奉献余力，我打心眼
里感到无限的幸福！
P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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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噢！
好快。
转眼间，一年即将隐身而去，桌边新台历又会自然而然地翻、高望重的老艺术家而编撰的自述（也可
说是画传）就要付梓承印而即将面世了。
想起围绕这部作品的诞生过程，从参与策划到落实实施，从人物访谈到文字撰写，从图片挑选到查找
资料，从文图合成到几经修改，这项既艰巨又光荣的工作就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渐渐地就像新造
的一艘帆船即将下水试航驶向大海，悄悄地也像经过精心浇灌培植的一朵合欢花含苞怒放散发着醉人
的清香⋯⋯2011年，是革命先驱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国
家隆重纪念这两个改天换地的伟大纪念日前夕，2011年的6月3日这一天，也会迎来我国著名的电影事
业家、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老师90周岁寿诞。
对于于蓝这个名字，无论是电影圈内的同行，还是民间大众的影迷，自然是熟悉而亲切，尽管经过岁
月的打磨，但依然在几代观众的心里生根。
面对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于蓝老师，人们就更加发自心底地崇敬她，爱戴她。
是啊！
我们敬爱的于蓝老师从30年代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鲁艺”的红色文艺战士；从东北
特殊战场的勇敢奋进到新中国成立后投身人民电影事业的首上银幕，直到在五六十年代主演的影片《
翠岗红旗》、《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中的经典人物形象，于蓝的名字，与中国电影百年的发
展历程紧密相连，这个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和突出成就的电影人，是中国电影事业发扬光
大、继往开来的开拓者和传承者之一，是我们电影界和广大观众永远敬仰和缅怀的“大写的人”。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们不会忘记，于蓝老师在影片《翠岗红旗》中扮演的红军家属向五儿、《革命家庭》里扮演的革命
母亲周莲、在影片《烈火中永生》里扮演的巾帼英烈江姐的银幕形象，早已经定格在新中国闪光的银
幕上，同时，也深邃地镌刻在人们的心中，并深深地影响着几代电影观众的人生选择。
想当年，在1981年已年届六旬的于蓝，又承担起了发展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的重任，在她出任儿影厂首
任厂长时期，为我国儿童电影事业的创建和发展竭尽全力，成绩卓著。
这些显著而突出的作为，浓墨重彩地书写绘制出一个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为中国电影奉献毕生的壮美画
卷。
在编撰本书的过程中，从一幅幅渗透历史足痕的珍贵图片中，我将自己的由衷感受注入键盘上飞快敲
击出来的每一个字符，又从这每一个字符所组合成的如烟往事中，分明穿过时光的风烟，去与那一位
辉煌璀璨的红色影星共同感受厚重的人生历程。
我曾想，在我国不同历史时代的电影界，夫妻双方从事同一职业的不计其数，即便是称得上“艺海情
侣”的明星夫妇也不乏人在，但是，像于蓝和田方这对夫妇，因在不同时期担负电影界的领导职务率
先垂范，政绩显赫，又因各自主演传世的经典影片而蜚声影坛，作为著名的电影事业家，又是著名的
电影表演艺术家，放眼远望，逐一类比，在中国电影界却是独一无二，无人可以与之比肩。
他们这对红色的革命伴侣、影坛伉俪，银幕上的形象是无比辉煌、耀眼，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在鲜花
和掌声的同时也是充满着曲折、充满着悲情，充满着传奇⋯⋯于蓝老师和田方老师既是革命夫妻，又
是红色影星，两个人在中国电影界上成绩斐然，功勋卓著，特别是他们主演的中国电影经典名片早已
深入人心，并且整整影响了两代观众。
此外，银幕之外他们还为新中国影坛的发展和建设无私无畏地奉献了一生。
俗话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感情是最大的投入。
对于于蓝老师，对于由她主演的经典名片，从孩提时代的最初观看，就从此留下了深刻而难以忘怀的
印记。
当时，才上小学的我把《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和许云峰都铭记在心，同时也把视死如归、大义凛然
的革命者同他们的扮演者合二为一，视为最完美的偶像。
长大成人的多年后，我从工作的深圳特意来到北京，拜见我心目中“永远的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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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清晰地记得，在西土城路2号的“儿影学会”办公室，满头白发的于蓝以她荧屏上常见的热情洋溢
，给我又一次银幕之外的惊喜和感动。
再后来，我如愿调往北京，又从事了梦想成真的电影研究专业工作，自然和于蓝老师接触的机会多了
起来，于是，从一回回的登门访谈、记录，到她老人家慷慨无私地拿出多年珍藏的老照片，还有她在
儿影时期的创作笔记和手稿，让我参考，再接着就似乎水到渠成地进入到这本画传的运作之中了。
更让我感动的是，她老人家年近90，还亲自使用电脑，按照我的要求，把与她人生命运相互关联、密
不可分的家人亲属远去的往事钩沉，也一一打印出来，并仔仔细细地把全篇书稿再逐一过目审看修改
。
对于本书，我由衷地认为是付诸了很大的心血，除了进行书稿文字的撰写和编辑之外，我还在整个体
例上也进行了有机的尝试，打破以往从头至尾流水似的撰写布局，而是采用三点式的编程体例，以于
蓝的第一人称和笔者的第三人称前后排列，相互补充个中故事，娓娓道来地追忆往事，我认为这样既
增强现场感，又具有亲和力，读者看起来不觉得太单一，相信会被其中的往事述说渐渐吸引住的，那
些和于蓝老师看起来似乎并不相关的人和事，也会渐渐知道究竟是如何和她的人生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
全书共分三个篇章，一是“我的艺术人生”，其中包括“我的青少年时代”、“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党建第一课”、“到'大鲁艺'中去”、“从舞台上开始艺术起步”、
“银幕上的我和她”、“在莫斯科的日子”、“《烈火中永生》：一场特殊的考验与斗争”，以第一
人称的散记形式，配合简洁的笔墨，回味与咀嚼主人公银幕内外的往事涟漪。
另补充董馨整理于蓝老师的口述：“到青山那边去”、“在革命圣地的的日子里”、“懵懵懂懂登银
幕”3篇文章，二是“我的至爱亲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  “我的丈夫田方”、“我的两个儿
子——新新和壮壮”、“我的偶像——三叔”、“二弟振超”、“二妹琴文”、“哥哥于亚伦”、“
嫂嫂周文”，则是于蓝老师以浓烈的亲情，通过儿女情长话家事的叙述，带出主人公生死相依的命运
沉浮；三是笔者以第三人称的手法，记述于蓝与田方这对红色影星的生死恋情，其中包括开篇“苦乐
无边读人生”、“延安——远方的召唤”、“那双深邃有神而诚朴稳健的大眼睛”、“峥嵘岁月里的
苦乐年华”、“银幕处女作的诞生”、“千万不要忘记老苏区的人民”、“普通组员田方”、“'你演
了一个好妈妈'”、“江加，江姐！
”、“与死神的一次擦肩而过”、“当那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1974年8月27日”、“中国儿童电
影制片厂”、“九次大手术后的九旬老寿星”，多角度、全方位地记述了于蓝老师的人生命运的悲欢
离合和逆境中前行中的点点滴滴。
如今，编撰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就要开花结果地出现在热爱这位老艺术家的影迷读者的面前。
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突然萌发出一句将这两位老艺术家名字含义概括又延伸的词：“浩然耕田，方
正九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虽然说这两句藏头话也许并不能完全准确代表于蓝和田方老师这
对红色影星艺术人生的高度浓缩和真实写照，但也是彼此之间作为编撰者，一份来自心灵深处所涌现
和泛起阵阵的潜在暖流，通过遣词造句的一种无限寄托和情感释放的最直接表露吧！
2011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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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于蓝自述》是一个著名影星银幕之外家长里短似的往事述说，这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有关自
己和家人的深情回眸，这是一本既普通又平常、既真实又真挚的个人回忆点滴实录文中没有华丽的辞
藻，有的是平实而朴素、真实又真切的语言，文中还有的是以往未曾披露或似乎易于忽视的故人追恩
以及故园秋梦般的情景交融，正如《于蓝自述》的主人公于蓝不止次对笔者所说的那样：“你一定要
让喜欢看到这本书的大伙们知道，我给你讲述这里面故事的大时代背景，应该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在那
个过去的年代里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了怎样一个崇高而神圣的目标。
只有首先搞懂这些原因，恐怕人们才能够透过书中的字里行间，了解到我真实的情感所在，知道我这
一辈子无怨无悔所走过的沟沟坎坎，又是为了什么。
也许只有这样，才会让不同年龄层的读者理解到我内心的真实世界，情不自禁、不约而同地引发出我
们几代人真心撞击的共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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