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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国家领导人，喜爱并支持文艺事业，并不乏先例，然而像周总理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北京人
艺，从剧场建设到提高剧院艺术水平以及演职员生活等方面，给予全面关心和指导的，确实极为少见
。
北京人艺辉煌的发展与周恩来同志的指导和关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经与周总理有过多次接触的
导演、演员、工作人员，在他们那里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要讲，于是，北京人艺与中国戏剧出版社
联合编辑出版了图文本《周总理与北京人艺》。
　　苏东坡有“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之诗句，感叹人生如梦如云，易飘渺而逝。
然而在北京人艺许多老一代戏剧工作者的记忆里，每当忆及他们与周总理的交往和友谊，往事则历历
在目，仿佛如昨日；一想到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内心总感觉是荡漾着一股幸福的暖流，这种幸
福来自于他们对周总理平易近人的品格的尊敬，来自于对国家总理人格力量的尊重与崇敬，这种因幸
福而激发出的文字在他们的笔尖下流泻，洋洋洒洒地铺就在一篇篇稿纸上。
　　本书收录的文章大多是人艺众多老艺术家的心血之作。
其中许多作者已然辞世，如田冲、梅阡、李婉芬、周瑞祥、葛崇娴等；斯人已逝，我们只能选择他们
在周总理百年诞辰时写的纪念文章。
而健在者大多已是耄耋之年，但为了本书的出版，寄托对周总理的一片深情，他们依旧伏案写作，笔
迹一工整地多次修改誊抄。
如宗温老师，已是八十有五，每个星期她必须要做i次透析，而且在这期间还摔坏了胳膊，但是她仍然
坚韧地写作；再如吕崽老师，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居然学会了用电脑打字，她反复修润文章，当几次交
来用电腑打出的文稿时，她还很抱歉地说你们千万别笑话我，我刚学会电脑，打字慢，但我是会学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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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真正的奠基人 欧阳山尊忆总理 田冲印象周恩来 叶子周总理，我永远的思念 赵韫如恩来同志批评我台
词不清 于是之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朱琳忆周恩来总理 胡宗温周总理为中国话剧导航 郑榕周总理永远活
在我的心中 吕 恩怀念周总理 蓝天野不尽的思念 狄辛永远的记忆 杨薇春夜 梅阡和心和血颂丰碑 周瑞
祥“婉芬，今天要好好演⋯⋯” 李婉芬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 刘华周总理，我想念您 文燕老照片中的
故事 李滨四十年前的亲身经历 葛崇娴欢乐歌舞永久怀念 王志鸿遥远的往事，清晰的回忆 张我威曹禺
的良师益友--周恩来 梁秉垫一片丹心谱新曲 张学礼我给总理让座，总理让我坐 陈宝增重访周公馆 刘
厚生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凤子周恩来总理与北京人艺的情缘 张颖散记周总理邓大姐与曹禺的友谊 赵炜
放飞梦想之地 苏叔阳回忆周总理对舒绣文的关怀 舒兆元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天津的演剧活动 黄殿祺周
恩来在南开学校 金冲及周恩来与南开新剧 何士龙谢明后记 刘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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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真正的奠基人欧阳山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是谁？
我说，剧院真正的奠基人应该是周恩来总理。
从剧院还是综合性的艺术团体（后来被称为“老人艺”）起，总理就对它非常关心。
总理看了它演出的歌剧《王贵与李香香》、话剧《龙须沟》后，决定《龙须沟》到中南海去演出，推
荐给毛主席看。
毛主席看后高兴地说：“戏里那个‘疯子’很有意思。
”建同初期，百废待兴，关于建设新的剧场问题肖然捉不到日程上来。
“老人艺”的演出场所是“北京剧场”，是一个叫“真光”的旧电影院改名的。
那里舞台很窄小，迁换布景困难，灯光设备也不齐全，演员要在潮湿狭小的地下室化装，即使到
了1952年，专业化的“新人艺”（即专演话剧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后，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改
善。
那时剧院所演出的戏，总理每出都来看，有时戏的彩排也来参加，看完后总是要到台上和演员们交谈
、提意见。
由于他平易近人，大家就非常随便，没有把他看成一位高高在上的大首长。
当谈到剧场问题的时候，大家就“诉苦”说这个旧电影院舞台小，化装室挤，不合乎演剧用，希望总
理批准建一所新的剧场。
总理要我们给他打个正式的书面报告，我们按照指示办了，没有想到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剧院将建新剧场的具体工作交我负责，于是我就忙着选址、拆迁、设计一系列施工前的工作。
我在1950年访问东德的时候，曾考察了那里的许多剧场，感到他们的灯光、音响和空调设备比较先进
，便建议向东德订货，并将此事汇报总理，经他批准由外贸部办。
此后不久，我被通知参加一次外贸订货会议，发现订货单上没有我们的项目，原因是重要的订货项目
多，外汇有限，所以将我们的项目“挤掉”了。
当时我感到这已是定局，就忽略了向总理汇报。
不料一天凌晨，电话铃将我从床上唤醒，是总理的秘书韦明打来的。
他说：“总理刚审阅了外贸订货单，问为什么没有你们剧场的订货？
”我将开会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会上既已做出了决定，看来是无能为力了。
”韦明听后笑着说“你真傻，既然总理现在过问这件事，怎么会无能为力呢？
”结果是进口的设备如期到达。
在新剧场（即现在的首都剧场）施工前的一切工作都做好了的时候，文化部周扬副部长忽然把我找去
，通知说：“这个剧场建好后应演出各种剧种和文艺节目，并由各个文艺团体共用。
”我提出：“原先这个剧场是总理批给北京人艺的。
”但他说：“可是它的建筑费用是南文化部的文化经费中拨的款。
”我问此事是否已经决定？
他明确地回答：“是的，已经决定了。
”这件事使我感到非常失望，将其告诉了曹禺、焦菊隐等几位领导，他们也感到很遗憾，但事已至此
，又有什么办法？
首都剧场建成了，我们却仍然在那个旧电影院演出。
有一次，总理在看戏的时候问到这件事，我们就趁机将经过情形如实向他作了汇报，接着又给他写了
书面报告，请求将首都剧场拨归北京人艺管理和使用。
总理在批示中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这个现代化的剧场才成为北京人艺用来排练和演出话剧的专用
场所。
这个剧场对于北京人艺在话剧艺术的创造上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每当我们在剧场宽敞的排演厅
里练功和排戏，在设备完善的化装室里化装，在现代化的舞台上进行演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总理
所给予的关怀和支持。
总理到首都剧场看戏都是花钱买票，不作专场演出，不设专座，也不在座位前面空出几排位子，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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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通观众一起看戏。
有时因公务来迟，戏正在进行，他就在后面站着或暂坐在后边的空座上。
如果观众发现总理也来看戏，必然会热烈鼓掌并拥过去抢着和他握手，这就容易影响剧场的秩序。
有鉴于此，以后总理入场以前，我们就将“堂灯”（前台的灯）压暗一点，使观众不易发现他；如在
夏季，他就从随行人员的手中接过一把大蒲扇遮一下脸，等到观众发现时，他已经坐好，戏也开始了
。
总理就是这样和我们配合维持剧场的良好秩序，他是一个普通的观众又是一个模范的观众。
总理对于我们演出剧目的内容非常注意，尤其是对于现代剧目的内容要求特别严格，因为它们与党的
政策密切相关。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时期，我们上演了南京部队作家刘川创作的《烈火红心
》，由于这个戏起到“鼓足干劲”的作用，全国剧团都在演它。
总理两次看了我们的演出。
第二次是在刚参加完“郑州会议”回到北京，他看完戏就召集大家谈意见。
他说：“鼓足干劲是需要的，但是必须和科学的精神相结合。
实践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因此否定理论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在戏里，对那位工程师表现的那种轻蔑的态度是不对的。
最后处理成让他将手里的书本扔到地上的动作，既不合理也没有说服力。
”他要我们到南京去，把这些意见传达给作者，并到长兴耐火材料厂，找到剧中人物的原型，作进一
步了解，然后和作者一起研究剧本的修改问题。
我们遵照他的指示这么做了，并按修改后的剧本重新排练演出了。
总理对演员的基本功非常重视，尤其是对于台词的基本功。
他看戏时精力集中，遇到演员没有把台词念清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听不清，太快了，听不清。
”有一次在后台，他问大家是不是每天都练台词。
大家正考虑怎么回答的时候，他对叶子说：“叶子，你是老演员，你每天练吗？
”叶子不无踌躇地回答：“也练，但不是每天练。
”总理听后笑着说：“我在学生时代演过话剧，是个业余演员，为了把戏演好，每天都要练习念台词
，可你们是专业演员怎么能不天天练呢？
话剧，话剧，首先是要把台词念好，让观众听清楚嘛。
”自此，剧院把演员的台词基本功提到了首要的地位，聘请了声乐教员和许多曲艺名家来讲课，教授
发声换气、吐字归音等基本功，并且规定每个演员必须每天坚持练习。
对于话剧的台词，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只妻能说话就能演话剧”。
意思是练习台词是不必要的；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影、视演员演话剧，台词很生活，很自然，没有
话剧演员的‘舞台腔’”。
意思是话剧演员练台词会练出“舞台腔”来。
两种说法异曲同工，都是否定台词基本功的重要性。
总理通过自己青年时代当话剧演员的经验和作为观众看话剧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台词基本功的重要性
，郑重地向我们提了出来，我们按照他的指示坚持着去做，使剧院的台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总理对于舞台美术也很关心。
在我们演出《雷雨》时，他和邓大姐对于戏里的服装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指导，使剧中人物的穿戴符
合30年代的式样，表达出当时的时代特色。
我们演出老舍编剧的《红大院》时，作为这个戏的高潮需要在天幕上显现出国庆夜晚放礼花的形象，
在灯光和效果的互相配合下完成了这项任务，做到了有声有色惟妙惟肖。
总理看后对此非常感兴趣，散戏后，他找负责这方面的同志，问他们是怎样做出来的。
他们介绍了创造的经过，并在天幕上一再做了几次“表演”，总理高兴地说：“你们的创造应该推广
。
”总理对于剧院青年演员的思想成长极为关注。
“北京人艺”建院后演出的第一个戏是老舍写的《春华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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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写一个不法资本家在承包制造抗美援朝的军需物资时偷工减料，谋取不义之财；他的女儿是个少
先队员，父女之间产生了矛盾，展开了一场斗争。
扮演那个少先队员的年轻演员，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医，总理知道这种情形后，和她作了一次谈话，现
身说法地用自己出身于旧官僚家庭的现实启发她说：“家庭出身是不能自己选择的，正因为这样，就
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加强锻炼和改造。
”有一次，总理在剧院新建好的宿舍里对一个刚出学校门的青年演员说：“花朵不能光在温室里培养
，要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长得好。
”他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使青年演员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总理非常关心我们深入生活的问题。
“老人艺”演出《龙须沟》的时候，他鼓励大家到那条“臭沟”去和居民们一起生活，“新人艺”演
出《春华秋实》前，导演和演员都住到那个剧中原型的工厂去体验生活；以后，演出曹禺创作的《明
朗的天》也是到医院去观察体验，对于这些做法，总理在谈话中都给予热情的支持鼓励。
在我们排演朝鲜现代话剧《红色宣传员》时，他还批准我们出国到朝鲜去学习和体验⋯⋯在总理的大
力支持下，“深人生活，吸取创作的源泉”成了北京人艺的一条必经之路，也是创作的规律和传统。
我曾为剧院导演了一出苏联话剧《带枪的人》，内容是写“十月革命”的，剧中出现列宁和斯大林的
形象。
在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该剧的作者包哥廷在剧本再版时，将斯大林删去了。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定还是按照原本演，并将它作为国庆十周年的演出剧目。
为此，塔斯社的记者跑来找我“采访”，提出：“为什么你们要在这个时候上演这个戏？
”我回答他说：“这个戏是我们的保留剧目，安排在什么时候演出，是我们自己的事。
”总理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来看了这个戏，高兴地上台和大家握手。
当我们请他到台阶上和剧中的列宁、斯大林一起照相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他们的学生，怎么
可以和他们平站在一起呢。
”说着就参加到“红军战士”中一同摄了影。
他的话是针对当时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一个否定，对我们也起到了很深的政治教育作用。
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来看我们的戏在休息时只喝白开水不喝茶。
有一次我用自己攒下的茶叶沏了茶，经过说明，仍没有喝。
他殷切地对我们说“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造成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在这种时候，毛主席都
不吃肉了，我怎么能喝茶呢！
”从这几句话中，我们体会到党中央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
总理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使大家深为感动，也深受教育。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总理再也没有到首都剧场来看过戏，在这期间，我们也没有演出过任何戏
。
事实上在十年浩劫中，话剧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已没有机会见到总理，只能从报纸上的照片看到他的形象。
当我们发现他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脸上的老人斑日见增添，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的时候，心头感到
无限的沉重。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邓颖超大姐。
由于我那时尚未“解放”，不敢和她招呼，倒是她主动来招呼我，并意味深长地和我说：“有一些文
艺界的朋友给总理和我写信，我们约好了，在这期间，所有给我们的信都只好暂不作复。
”当我问及总理的身体情况时，她只说：“他太累了。
”从这简单的四个字中，可以体会到总理处境的险恶。
但是总理为了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挑起祖国人民委托的千斤重担，不顾自己重病在身，夜以继日地
超负荷工作着，在当时那股浑浊的涡流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知道只要有总理这个中流砥柱存在一日，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就难以得逞，
因此就千方百计对总理进行折磨与迫害，大大地缩短了他宝贵的生命，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总理对于我们剧院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无论是在物质基础上、艺术创造上还是思想建设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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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剧院都花费了许多心血和精力。
北京人艺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同他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分不开的。
他是剧院真正的奠基人！
为了纪念敬爱的总理的百岁诞辰，我们这些后人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兢兢业业地工作和严
肃认真地创造，把北京人艺建设得更加辉煌。
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总理对我们的一片苦心和殷切的期望。
忆总理田冲已经离休十一年了，可是每当经过首都剧场，总要联想起周总理。
尤其是在纪念他老人家百年诞辰的日子，更想与人叙叙那深深的怀念之情。
前些时候在广州参加了一次纪念活动，回京后听说剧院已开过追思座谈会，有些同志的发言非常动人
。
终于按捺不住，提起笔来写点回忆，算是参与大家的缅怀。
我认识恩来吲志是在1938年。
风起云涌的抗日烽火使我成了一名抗敌演剧队员。
是年8月，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组建的十四个团队中，我们抗敌演剧第三队分配到第二战区。
从那以后，经历了前线和敌后的斗争，也经历过蒋介石、阎锡山特务机关的迫害。
由于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抵制了三次反共高潮的冲击。
在这期间，恩来同志关于“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成了我们团结友人、战胜敌人、壮大自己的有
力武器，指引我们走向了最后胜利。
解放后，我到了北京人艺工作，对恩来同志的关怀领导受益更多，感受更深，对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
伟大的人格魅力，更加钦佩敬仰。
谨从记忆中撷取几个片断，以寄思念之情。
一、周总理是北京人艺的缔造者许多同志都知道，今天的北京人艺前身，是李伯钊同志领导的综合性
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俗称“老人艺”）话剧团和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1952年6月由二者合并正式建
立了后来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其实，老人艺的组成就是薄一波同志请示恩来同志后，由剧宣二队第一批回解放区的丁丁、史平等同
志和延安党校文工室的同志组成的。
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华大文工二团）更是恩来同志电召剧宣二队留在北平的队员（其中包括南方各
演剧队和城工部领导下的祖国剧社成员）为基础组建的。
而现在的北京人艺的建立也是经彭真同志请示恩来同志批准才正式诞生。
所以我说，恩来同志是北京人艺的真正缔造者。
二、保护剧院不受过火斗争的干扰建院初期，组织机构尚不够健全统一。
院领导层设有党组，下面又有总支；党组管大事，总支只管党务。
两个组织书记都由起扬同志一肩挑，但两个班子分工不明，矛盾不少，意见纷纷。
那时曹禺同志尚末入党，一些事情难以介入，加之兼职很多，也无暇顾及。
一时间，领导层内部，群众对领导层，就上下关系、团结专家、培养新生力量等问题，产生了不同见
解和意见。
正值此时，毛泽东同志发动了“批判俞半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起因又是支持青年学者蓝翎、
李希凡的红学研究新观点，批评了某些文艺界领导崇拜权威、压制新生力量的问题。
于是，剧院内几位青年同志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北京人艺同样有压制青年演员的情况。
以当时的政治气氛，如果顺势而上，很可能这场运动的过火斗争就会在院内燃烧起来。
但恩来同志在百忙中不仅关照了人艺的问题，而且实事求是地作了指示，因势利导地解决了剧院的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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