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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之际，91岁高龄的著名电影艺术家严恭同志，以饱满的激情、朴实生动的
语言撰写出《祖国，我们爱你》这部感人至深的回忆录，真实地记录、描绘了我国老一辈电影艺术家
为党的电影事业无私奉献、勤奋耕耘的高度历史责任感、艰苦的奋斗历程和执着的革命情怀。
　　严恭同志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见证人之一，他的一生都与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与中国社会的
进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救亡运动时
期，严恭同志毅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洪流中，先后在南京、上海参加大众剧社和实验剧团。
抗战爆发后随上海救亡演剧队辗转南京、安庆、武汉等地，1938年参加周恩来同志组建的&ldquo;抗敌
演剧队&rdquo;，1941年参加新中国剧社。
在1934年&mdash;1947年的十三年间，他参加演出革命进步戏剧八十多部，其中在二十多部戏中任主角
，独立执导的话剧有二十多部，参与编剧十多部。
这一时期，严恭同志的剧作感奋于时代风潮，倾情于社会主题，显示着强烈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
　　1947年，受党的指派，严恭同志开始在电影界工作，用新的艺术形式参与到社会进步运动中来。
1948年，他任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导演，1949年以后，先后在中央电影局艺术处、长春电影制片厂、南
京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工作。
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电影作品《卫国保家》、《结婚》、《满意不满意》、《月到中秋》、《逢凶
化吉》等，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获得了良好的赞誉。
其中《三毛流浪记》（1949年）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国际声誉，《祖国的花朵》（1955年）
于1980年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这一时期，是严恭导演的创作丰收期，激情燃烧的时代赋予他艺术的灵感，他注意从日常生活的一个
侧面选取素材，反映时代的进步，呼唤真善美，抨击假恶丑，让观众在会心的微笑中获得生活的启迪
。
　　严恭同志作为一名91岁的老党员、老艺术家，从事革命工作71年，经历了中国革命和时代的若干
历史阶段。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中，在对电影、戏剧艺术的执着追求中，他始终保持一颗殚精竭虑为民族解放
、为人民服务的炽热的心，始终保持着向人民大众学习的艺术品格，他的艺术修养和电影艺术经验，
作为精神财富不断激励着年轻一代不断创新。
进入新世纪，老人壮心不已，勤奋著述，令我敬佩。
《祖国，我们爱你》是历史的回顾，是艺术的总结，更是中国电影辉煌的历程的一个生动的侧面。
在我们隆重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我认真拜读了严恭老人的著作，深受感动和教益，为此
热切地推荐给电影界的朋友们，希望我们电影界的青年一代艺术家，学习严恭导演高尚的精神风范，
弘扬中国电影优良传统，努力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断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的电影精品。
　　衷心祝愿严恭导演健康长寿，凌云之志常在，永葆艺术青春！
　　赵实　　2005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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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严恭同志作为一名91岁的老党员、老艺术家，从事革命工作71年，经历了中国革命和时代的若干
历史阶段。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中，在对电影、戏剧艺术的执着追求中，他始终保持一颗殚精竭虑为民族解放
、为人民服务的炽热的心，始终保持着向人民大众学习的艺术品格，他的艺术修养和电影艺术经验，
作为精神财富不断激励着年轻一代不断创新。
　　《像诗一样真实-严恭自传》将为你娓娓道来严恭的传奇一生，像诗一样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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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前言序赵实话说故乡出山寻食的“小虎”五光十色的学校小童工找到人生之路《娜拉》风波国立
戏剧学校木铎和“精诚立达”只差一个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抗日烽火中的歌声长江边上赤子情亲人啊
，亲人抗敌声浪震云天鸡公山上血与火的洗礼昙花林中文化军珍贵的周副主席手迹长沙大火在周副主
席直接领导下“尽忠尽节”的师生们送“子”远征赴江西“不看戏的戏剧家”和龙套难得之缘――随
田汉老粤北之行逆流中诞生的“新中国”雨中的“草莽英雄”和大师们“名城盛会”与“枪弹下的歌
声”“马戏团”与“小醉鬼”“袜子风波”与“合刊饭”“卢布津贴”与难解之“谜”朋友啊朋友与
“一记耳光”千里颠簸与“唯一收获”第一支赴台演出的剧团亲历台湾“二二八”《鸡鸣早看天》中
国人永远喜爱的孩子“三毛，三毛，快快‘流’”《卫国保家》和第一个“表演艺术研究所”艰难的
创作《结婚》和“副区长”《祖国的花朵》难忘的时刻文化部第一个“儿童影片创作小组”《罗小林
的决心》《哥哥和妹妹》《青春的脚步》与《并肩前进》、《帅旗飘飘》《朝霞》《炉火正红》《满
意不满意》“地上的粉笔字”和腰窝铺“二层楼”和三部电影历史的公正和“归家之雁”《月到中秋
》分外明心中永远回响的《英雄交响乐》《逢凶化吉》和《满江红》回“家”的感觉真好附录严恭简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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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童工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我十三岁时，家道更加艰难，为养家糊口，家人无奈把我送到三姑父开的生昌钱米店学徒。
钱米店没什么技术，只是扛沉重的米袋和为顾客把银元兑换为铜板，实际上是找个扛长活的苦力，还
可以不给工资。
从此我开始了童工的痛苦生涯。
　　起因是，长我四岁的大哥，人很聪明，大概在父亲的古玩店里看得多了，画得一手好国画，后来
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事（这是很不容易的），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他都要从上海回来，不幸十七岁时
得了破伤风，治疗无效。
我父亲中年失子，受到很大打击。
同时，家道衰落，实在困难得过不下去了。
　　&ldquo;中人&rdquo;抓住我的小手在契约上按下手印，即使是亲三姑父，也立下了&ldquo;任由师
傅支使，生死概不相干&rdquo;的字据。
父亲少有地含着泪跟我说：&ldquo;娃啊，必须苦挨三年，三年满师。
如果不能耐劳吃苦，中途逃跑，俗话就叫&lsquo;放逃根&rsquo;，就会给父母丢脸，被邻里瞧不起，指
着脊梁说：&lsquo;这娃儿没出息！
，毁了自己的名声和前程！
&rdquo;所以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咬紧牙关，再苦再累也不能&ldquo;放逃根&rdquo;。
　　生昌钱米店开设在城南长乐路，离江宁县政府不远，两间门脸。
老板说是我的三姑父，可一点体恤都没有，更不必说照顾了。
每天早上，我要把比我高出一人的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晚间关门，又要一块一块装上去，每一块
都重得只能一点点挪动。
特别是晚上，为防偷盗，还要上一根跟门脸一样长的粗木杠，我一个人根本拿不动，装上东头，因为
力气小就装不上西头，常常被掉下来的门杠砸了脚，疼得掉下眼泪。
但只能喘口气，擦干眼泪，用胸口顶住门杠，使尽力气往上抬。
　　每次进货，都是在中华门外，由小毛驴驮着帆布米袋运来。
每袋十斗，每斗十五斤，一袋就是一百五十斤，都要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蹲下身，弯下腰，从头上抓
住袋口，赶毛驴的人从后边抬着袋底抽上我瘦小的肩背。
然后，我踩着跳板，一步一挪挨上去，从高处倒到大米囤子里。
每一次进货，最少二三十袋，对我真是极其艰苦、沉重的劳动。
我父亲、弟弟都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唯有我被米袋和门板压矮了。
　　每天晚上，老板亲自给米堆上盖好&ldquo;印记&rdquo;，这是防备我偷米。
我则还要把没卖掉的面条和上盐，摇着压面机压成挂面。
后来出租自行车，我又增加了修车的工作。
租车的人玩得晚，我就一直不能睡觉。
每晚还必须记账，打算盘，把进出的账算得清清楚楚，所以，我算盘打得很熟练。
那时候，一块钱合三百个铜板，学徒每月发一百个铜板，只够剃头、洗澡、零用。
三年的学徒，我经受了超负荷的劳动，磨练了吃苦耐劳的意志，做到了南京老话说的：&ldquo;咬口生
姜喝口醋，什么酸甜苦辣都咽得下。
&rdquo;更重要的是：亲身经受剥削、压迫，站在社会底层劳动者的立场，对不平等的社会自发地产生
了对抗的情绪。
　　满师后，只能拿到四块钱，不能养家糊口。
家里看我三年硬撑下来，没给家里丢人，就托人找到南京电报局，去当递报生。
递报生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把收到的和发出去的电报，送到&ldquo;登录处&rdquo;登记。
到电报局时，我已经十七岁了，每月收人十四块钱。
记得第一个月的收入我是这样支配的：给妈妈五块钱，可以买一担米，够父母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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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一个月；小时我只上过一年私塾，后来认的字都是自学的，所以我用剩下的钱找了中文、英文
老师各一位学习，分别付三元钱；再用余下的买了一本小楷字帖学习写毛笔字，还买了一辆旧自行车
。
　　我没有初中文凭，就不能升到报务员，当递报生每月最高收入十八元，于是就想另求发展。
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人生的道路如何走？
个人前途在哪里？
这是旧中国有正义感的青年都有的迷茫。
　　1933年初，托人介绍，我到位于南京三元巷口，属于&ldquo;国防委员会&rdquo;的&ldquo;资源委
员会&rdquo;农业处，当临时统计员。
我会打算盘，小楷写得挺工整，曾经给人誊抄状子，卖字为生，所以，对统计员的工作颇能胜任。
于是有些闲暇，经常到&ldquo;江苏民众教育馆&rdquo;去。
有一回，看见馆里的&ldquo;大众剧社&rdquo;招生，我立即报了名。
　　找到人生之路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戏剧运动随着时代的前进有了极大的发展。
进步的戏剧工作者从思想上逐渐认识到自己参与改造旧社会的责任，艺术上也走出初期&ldquo;文明
戏&rdquo;阶段的窠臼。
洪深先生首议将&ldquo;新剧&rdquo;之称改为&ldquo;话剧&rdquo;，表明戏剧观念上的嬗变。
在有影响的剧社中，一些中共地下党党员担任了中坚骨干，1929年，由党领导的&ldquo;上海艺术剧
社&rdquo;正式提出了&ldquo;无产阶级戏剧&rdquo;的口号，并用演出时的大红前幕作为象征。
　　1930年6月，由于田汉先生领导的&ldquo;南国社&rdquo;演出根据梅里美小说改编的话剧《卡门》
，因里面着意增加了烟草工人罢工和反对封建国王斗争的内容而被查封，多人逮捕，使得进步的戏剧
工作者们深切认识到：必须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成立统一的组织。
秋季，在上海，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ldquo;中国左翼剧团联盟&rdquo;。
不久，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由党的&ldquo;文委&rdquo;领导，沈端先（夏衍）主持
会议，正式成立&ldquo;左翼剧联&rdquo;党团组织。
从此，&ldquo;左翼&rdquo;戏剧活动蓬勃发展，并以上海为总盟，逐步发展、建立了北平、武汉、南
京、广州、南通分盟。
　　左翼剧联南京分盟成立于1933年秋。
在民众教育馆任职的瞿白音、施玉（施春瘦）、洪叶（吴天）因为原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其&ldquo;
美专剧团&rdquo;就是左翼剧联领导下最活跃的学生剧团，因而与左翼剧联早有联系。
他们在民众教育馆组织了&ldquo;大众剧社&rdquo;。
因瞿白音与我同在电报局工作，我跟着他参加了《五奎桥》等戏的演出。
　　除大众剧社外，还有一个由要求抗日、反对压迫、情绪激扬的几名中学生组织的&ldquo;南钟剧
社&rdquo;，成员有舒强、吕复、王逸、水华、许之乔。
他们通过&ldquo;南国社&rdquo;的关系，从上海请来了陈鲤庭、左明、宋之的，帮助排演《五奎桥》
和《放下你的鞭子》。
鲤庭先生其实是左翼剧联上海总盟派来的，他经过一段工作，觉得南京的这批戏剧工作者有一定的政
治觉悟，革命热情很高，也具备艺术的悟性。
于是经&ldquo;总盟&rdquo;批准，是年8月，正式派遣陈鲤庭、宋之的两同志来南京，将大众剧社和南
钟剧社这两支力量合在一起，正式成立&ldquo;左翼剧联南京分盟&rdquo;（以下简称&ldquo;分
盟&rdquo;），由瞿白音（时为共青团员）和施玉领导。
　　这是江苏第一个由党领导的戏剧团体。
&ldquo;分盟&rdquo;直属阵地为磨风艺社，&ldquo;磨风&rdquo;是英文&ldquo;动&rdquo;（MOVING）
字的谐音，以一个强健的工人，推着滚动的大木轮图案为社徽。
而大众剧社实际上为分盟根据需要运用的又一块牌子，对外以大众剧社作为更广泛联系群众的社团。
　　1933年，我正式参加大众剧社，积极参加剧社组织的活动，思想提高很快，一扫过去的迷茫和彷
徨，觉得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与乐趣，很快地参加了成员要求更严格的磨风艺社。
1934年春，我被&ldquo;分盟&rdquo;正式吸收为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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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4年初起，在民众教育馆小礼堂、金陵大学、励志社礼堂等地，我随磨风艺社参加演出了洪
深先生编剧的《香稻米》、田汉先生的《战友》、《江村小景》、《父归》和他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
改编的《母亲》、于伶的《丰收》、陈鲤庭的经典之作《放下你的鞭子》、张庚的《秋阳》、王逸的
《二升米》及当时流行的《姐姐》、《回春之曲》、《乱钟》等。
改编的外国戏《雪里的王冠》、《小偷》，后来改编为《三江好》的爱尔兰独幕剧《月亮上升》等，
都成为了艺社的保留剧目，久演不衰，直到抗日战争开始。
艺社还到工厂、学校、农村、淮安的清江浦演出，发现农民看不懂，临时根据当地遭水灾的事，现场
编成活报剧，很受欢迎。
&ldquo;分盟&rdquo;还按左翼剧联的指令，作为政治任务，派王逸参加反动的怒潮剧社，该剧社是为
配合反动派对江西苏区围剿而专门成立的。
王逸和左翼剧联派去的沙蒙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开展斗争，拉出了一批受蒙蔽的业务骨干，搞垮了反动
剧社。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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