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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年12月下旬，收到的第一份贺年卡，准是胡朋、胡可夫妇寄来的，寄托着老战友深情的关怀和温暖
。
而后，每年新春之初，又以电话互致问候，以补意犹未尽的思念。
这已是老友间的常规了。
2004年12月胡朋逝世，此后每年的贺年卡便只有胡可一人署名，电话中也只有同胡可一人交谈了。
今年春节过后，胡可在电话中谈及，他已将胡朋生前写的十几篇回忆文章集成为一册自述传记，并经
中国电影家协会同意，编入《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我听了十分高兴。
然后他提到我当年曾和胡朋一同奔赴延安，又是他们夫妻几十年来的老战友，于是约我为胡朋同志的
这本传记写一篇序言，我当即表示乐于从命。
    回想当年，我们都还年轻。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我们这些受到党的思想影响的知识青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便纷纷奔赴
延安和敌后战场。
我与胡朋相识在1938年初的陕西“安吴堡青训班”，这是我党领导，由冯文彬、胡乔木等同志主持的
青年干部学校，我们都是这个学校的学员。
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应国民党驻豫某军请求，我“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从“青训班”抽调十数人，
组成宣传小队去该部工作。
胡朋、范里和我都是这个宣传队的成员。
稍做准备后，即去河南渑池县该军驻地。
我们排演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胡朋在剧中扮演卖艺少女香姐。
她那清朗悲愤的抗日救亡歌声，纯真朴实的表演，打动了围观的村民和驻军，激发了群众抗日救亡的
热情，受到好评。
    这是我第一次看胡朋的演出。
她那朴实的表演，那生动的场景，令我至今难忘。
    小宣传队撤回后，我与胡朋、范里、刘南等同志，又结伴同行，奔赴延安求学。
    1939秋，与胡朋又相见于敌后抗日根据地。
这时她已是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的一位骨干演员。
而我则担任了第四军分区火线剧社的指导员，虽接触不多，却因相识和同在一条战线而时刻关注着她
。
    在敌后的广场舞台上，曾多次看到她成功的演出。
她和她的战友们用文艺武器，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讴歌英勇的抗日军民，鼓舞军民的斗志，也丰富
活跃了敌后环境下军队及农村的文化生活。
    在8年抗日战争中，胡朋始终随军战斗在第一线。
在敌人频繁的扫荡和我反扫荡战斗中，剧社也曾多次遭到敌人的包围袭击而受到损失，有的战友牺牲
在敌人的刺刀和枪弹下，有的同志被俘而惨遭杀害。
胡朋也曾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腿脚负伤，但她在伤愈后毅然回到前线。
烈士们英勇献身的壮举，日寇残暴的烧杀掠夺，更激励了她战斗的决心和意志。
    60多年来，胡朋在舞台上，在电影电视中，塑造了多少典型的艺术形象，我未做统计，但她创作刻
画的伟大光辉、仁慈善良的人文始祖——母亲的生动形象，却深深地烙入我的脑海，难以泯灭。
    远在1940年秋冬，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联
合排演了根据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小说改编的多幕话剧《母亲》。
胡朋在剧中扮演了一位积极支持并掩护儿子参加革命斗争的刚强母亲，一位可亲可敬的俄国老妈妈—
—尼洛芙娜。
高尔基的小说《母亲》被翻译改编成话剧演出，不仅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举，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也
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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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作借鉴参考的穷乡僻壤，摸索着在舞台上塑造出一位俄国老
妈妈的光彩形象，且得到观众的认可赞扬，堪称奇迹。
这位姑娘就是胡朋。
此后，她还在曹禺先生编创的话剧《日出》中扮演了陈白露，在《雷雨》中扮演了饱经人世沧桑的鲁
妈。
1944年她又在话剧《戎冠秀》中扮演了被敌后军民广为称颂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在话剧《子
弟兵和老百姓》中扮演了仁慈的奶奶，在苏联话剧《俄罗斯人》中扮演了宁死不屈的玛尔法·彼得洛
芙娜。
这些形象都深受敌后军民的喜爱。
     在进入电影界后，她曾在影片《槐树庄》中扮演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郭大娘；在《烈火中永生
》里扮演了智勇双全的游击队司令双枪老太婆；在影片《回民支队》中扮演了民族英雄马本斋的母亲
，一位敢于面对敌酋、大义凛然的英雄母亲。
     胡朋在她一生中塑造了诸多神采奕奕、生气勃勃且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形象，为我国舞台和银幕留下
了精彩的一页，也使人们看到了一颗默无声息却熠熠发光的星辰在闪烁。
     胡朋的这些成就和奉献，是她认真学习贯彻党的文艺思想并全身心地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观察
、体验、积累、钻研的结果。
也是她执着地追求磨砺、勇于实践、大胆创新的结果。
     “文如其人、形如其人”，“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这是我军文艺战士的自觉要求和愿望。
胡朋在学演并塑造诸多伟大慈爱母亲的形象的过程中，热爱并崇敬这些高尚人物，力争在自己的创作
中得到准确的表达体现。
与此同时，她自己的思想情操也得到了启迪和升华，使我们看到了一位诚朴、谦逊、平易、热情、严
以律己、宽厚待人、具有慈母心胸的胡朋同志。
     由于这些成就和品质，深受群众钦佩爱戴的胡朋曾被推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被推选为第一
、二届全国妇代会代表，又是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代表。
她曾被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授予“特别荣誉奖”，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评为“中华影星”。
这些荣誉的授予，是她勤恳工作、无私奉献的明证。
但在她辞世前的数十年里，从未见她有沾沾自喜、自鸣得意、居功骄傲的表现，也从未见她在朋友、
家人或群众中显示、摆谱或议论自己的成就和事迹。
     胡朋生前从不计较个人待遇的高低得失。
参军后的10多年内，一直过着简朴的军队供给制生活。
建国后调去搞电影，评为文艺级，后调回部队任职，直到她辞世时仍是地方文艺三级，一定终生。
如按我党中央组织部早年的通知，她这位“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参加者，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
锋队”的成员，她的待遇应比现定的要高。
友人曾向她提示，可如实向党组织说明，这不是计较。
而她却一笑置之，安之若素。
     她虽是“中华影星”，但她不是“大腕”，更不是“大款”。
她既无豪宅，也无专用驾乘。
她从未接受过什么“出场费”之类，一生就靠应得的薪饷与胡可同志相濡以沫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她鄙视奢侈华丽，也不吝啬寒酸，这就是我们的艺术家胡朋：一位经过具有60多年党龄和艺龄，一生
光明磊落，清廉奉公，永远保持着先进分子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胡朋同志，一位经过我人民军队革命
大熔炉砺炼培养的文艺战士的楷模。
     在胡朋同志的自述传记出版之际，谨以上述文字作为她这本传记的序言。
     2009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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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灯照耀一生(胡朋自述)》胡朋幼年随家迁居北京，高中毕业后到上海正风中学任职，并参加
救亡演剧活动，1938年到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开始了其
艺术生涯，出演了《丰收》、《放下你的鞭子》、《日出》、《雷雨》等剧。
1949年被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其银幕处女作是《钢铁战士》，并因此获得文化部1949-1955年
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同年又参加了《白毛女》等片的拍摄。
1952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出演影片《智取华山》、《土地》等。
1955年进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训练班学习，1958年毕业后，调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话剧团担任艺术指
导，被授予上校军衔。
　　此后她拍摄过《深山里的菊花》、《战上海》、《回民支队》、《槐树庄》、《烈火中永生》等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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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前言序一 胡朋的艺术生涯序二 忆胡朋心中的明灯润物细无声闯入革命洪流党的召唤一、从上海
到西安二、青训班纪事三、奔向革命圣地四、抗大生活五、到敌人后方去潘自力部长的指引难忘1939
年一、目睹山洪二、战友情深三、女同志们的病情忆话剧《母亲》的演出良师崔嵬聂帅与抗敌剧社
忆1942年对敌政治攻势柯棣华大夫帮我重返舞台附：胡朋在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
话忆1943年反扫荡和戎冠秀同志在一起一、送戎大娘回家二、扮演戎冠秀三、戎冠秀同志二三事解放
战争爆发前夕一、告别凹里二、张家口三、卫生列车四、剧场演出两年三次参加土改迎接新中国的一
次集体创作改做电影演员附：胡朋在电影学院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与王滨同志唯一的一次合作演
员笔记三则谈谈演员的思想修养扮演郭大娘的一些感受我演母亲在邢台地震灾区见到周总理"文革"中
的经历外景地家书《山重水复》外景地家书13封《柯棣华大夫》外景地家书20封难忘六十载抗敌战友
情附录一：质朴·含蓄·细腻——介绍著名表演艺术家胡朋附录二：胡朋：抗战烽火锻造的艺术家附
录三：胡朋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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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亡、民不聊生的动荡年代中度过的。
    我的父亲是清朝的末科举人，教过书，教过家馆，做过小军阀的私人秘书等等，经常赋闲(失业)。
这种时候只有靠借贷和当卖旧物过活。
每逢我和二姐提着包袱去当铺时，常常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我要能赡养父母多好。
    父亲熟知历史掌故，经常在我帮他修补书籍、捉书蠹时，一面修书一面给我讲古诗词和历史故事。
他讲的岳飞传、文天祥和夏完淳的故事，给我印象很深，特别是岳云和夏完淳的少年英雄形象，以及
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使我非常敬佩。
我也曾幻想过学花木兰，女扮男装，做些不寻常的事。
    当时虽然住在文化古都北京，可是在家庭不宽裕的情况下，我和两个姐姐却经常辍学。
有一回，看着哥哥去读书，我们姐妹三个也闹着上学校。
我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妇女，她宁愿吃苦受累、省吃俭用，也想方设法让我们去读书。
后来父亲托朋友让我们进入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免费学校。
当时我家住在西直门南小街，学校却在交道口，离家有六七里地，每天我紧跟着姐姐身后跑去跑回。
特别是冬天，西北风卷着我们跑，沙石打得眼睛都不能睁，隔着围巾，眉毛、头发上都结了冰霜，眼
冻得流泪，手也冻肿了。
到了学校，老师焐着我的手问我：“你为什么要念书啊？
”我说：“长大了好挣钱养活父亲母亲。
”“你不怕冷么？
”“不怕！
”艰难的生活使我的性格变得有点像男孩子了。
    我读二年级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闯进我的生活。
那是春天的一个黄昏，几个大哥哥把我哥哥搀回家来，我哥哥腿流着血，棉袍上也沾满了血迹。
我惊呆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吓得哭了起来。
大哥哥们说：“我们上街游行，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可是挨了大兵的打⋯⋯”我很为哥哥抱不
平，心想：为什么要打他？
他爱国有什么罪？
我想起每天上学见到的那些在街上抢东西、打人的大兵，我恨透了他们。
    1928年秋，我考入北平第七小学上高小。
我的级任是马国栋老师，他剪着平头，穿一身黑色的中山装，对学生很严格，但大家都爱听他讲课。
他讲古文《爱莲说》时，把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纯洁、高尚的品德人格化了，使我幼小的心灵懂
得了什么是美，什么是丑。
    记得高小毕业考试前，一天早上第一节课时，马老师突然问全班同学：“今天是什么日子？
”大家都怔住了。
这时一个叫周文的男同学站起来回答：“今天是5月7日，是袁世凯对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
耻纪念日！
”马老师夸奖了他，并责备大家：作为一个中国人，连国耻的日子都不记得。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勿忘国耻”四个大字。
接着他历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不平等条约和惨案，说到同胞被屠杀的惨状，他痛心地落泪了，
我们也哭了。
他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忘记国耻，并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
他的讲话，极大地震动了我，我开始感到我的肩上应担负的责任。
几天以后，在学校举行的讲演比赛会上，我的题目就用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30年秋天，我幸运地考入北平师大附中初中一年三班(女生班)。
这是一座有着革命传统的学校，她使我进一步接受了爱国和民主思想的教育，并投人到抗日救亡运动
中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灯照耀一生>>

    我们班的教师，多数是师大的教师。
有四位女教师教我们英语、数学、手工图画和体育。
我爱她们，更羡慕她们那渊博的学识、独立的工作能力和朴素大方的风度。
她们从来不涂脂抹粉，穿得几乎和我们的校服一样，夏天白上衣黑绸裙，冬天旗袍蓝罩衣，又整洁又
大方，我觉得她们很美。
她们事业心很强，英语教师林培志，教课以外，还在燕京大学攻读专科。
同学们把她们视为新女性。
我崇拜她们，把她们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我在班里被选为学生自治会成员，经常参加全校学生自治会活动，我认识了高班的大哥哥、大姐姐
们。
她们介绍鲁迅的《呐喊》、《彷徨》，冰心的《寄小读者》等书给我看，向我介绍时事，讲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我国的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她们让我参加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宣传队，带我到商店去查封日货，向店员宣传抗日道理。
听了他们慷慨激昂的讲演，他们的爱国思想，激动人心的语言，和那“誓死不做亡国奴”的誓言，句
句打动我的心，使我变成了听众，竟忘记了维持秩序的任务。
这一学期的手工作业，我把老师用美术字写的“抗日救国”图样，用红丝线绣在浅绿色的缎子上，鲜
艳醒目，被陈列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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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电影家协会决定将胡朋的传记编入《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作为她的亲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当即与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一起开始了对书稿的编选工作。
胡朋生前曾写过若干篇关于个人经历的回忆文章，包括投身革命的经历和在敌后根据地从事戏剧活动
的经历，以及建国以后从事电影和部队文艺工作的经历。
这些回忆文章，已经构成了她的自述传记。
但是作为“电影家”来说，她改行从事电影工作以来的回忆文章相比之下就显得分量不足。
    胡朋是在建国前夕从部队文艺工作岗位奉命脱掉军装改作电影演员的，从东影到北影，并到电影学
院进修，前后10年之久。
后来回到军队的话剧岗位，却又多次被借去拍摄电影，成为凰影两栖演员。
闲谈中常听她谈起影片拍摄的情况，谈导演成荫同志、水华同志的工作精神、工作作风如何使她感动
，并举出若干动人的事例，在拍摄影片期间和导演王苹同志、和演员里坡等同志结下的友谊更是时常
提起，可惜这些都没有文字留存下来。
这说明从事电影工作的经历并非无可记述，显然是由于工作任务的忙迫而把这类记述延误下来了。
    建国以后的几十年，我们夫妻因岗位不同而离多聚少。
那时连通电话都困难，只有靠书信互通声息。
胡朋去世后，曾无意间发现了她出外景时写给我和孩子的两沓书信，谈拍摄中的见闻和思绪，包括家
务和对亲人的叮嘱，翻阅时如闻其声。
这类不准备公开、只写给亲人看的文字，编入“自述”，或许有助于看到胡朋日常生活中的面目。
另外，在她的遗物中偶然见到几页她离开电影学院以后，被邸力同志邀请回学院和学员们座谈演员工
作的谈话提纲，这些都与电影工作相关。
因此，收入此书作为原有文章的补充。
    胡朋是一位有着战争经历的老演员，在抗日战争中曾3次突围并曾负伤。
敌后农村环境中长期与群众患难与共的情感经历，成为她艺术创作的宝贵资源。
作为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她觉得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她常说自己在替许多死去的
同志和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的同志接受着人民给予的荣誉。
当然，她自己也确实十分勤奋，她对工作的严肃认真是熟识她的入都知道的。
她把演戏视为严肃的工作任务，从没有挑过角色。
演了一辈子老太太，演多了最怕重复自己，因此十分注意对生活的积累，特别是在电影里，老太太一
般都是配角，而且在摄制组里她做的更多的是支部工作，她对此已习以为常，从没有因饰演的某个角
色受到观众赞誉而沾沾自喜。
作为演员，她也有遗憾，她很想饰演一位医务工作者而未得机会，她很想根据戎冠秀本人的经历塑造
戎冠秀这位英模人物的银幕形象而未能如愿。
    胡朋作为演员广为人知，而她一生中很长时间是在创作岗位上度过的。
战争年代文艺团体中没有严格的分工，能动笔的演员都参加剧本创作。
当年胡朋曾写过《创伤》、《好儿子》、《二狐灵》、《改造懒婆》、《看看再说》等独幕剧，由本
剧社或村剧团演出。
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创作组成员，她曾三次参加土地改革，是话剧《战斗里成长》我最初的合作者。
由北影演员剧团回到军队话剧岗位以后，先做编导，后任艺术指导，“文革”后期调离文工团任军区
政治部创作室成员，直到离休。
在这期间她曾两度参加平津战役题材的电影和话剧的创作，是获奖话剧《平津决战》的作者之一。
可惜的是，她独自创作的大型话剧，有的完成后有待修改，有的则尚未完成，成为她一生中的憾事。
    胡朋的一生，是在党的思想照耀下生活、工作的一生。
她把党比作心中的明灯。
我们把《明灯照耀一生——胡朋自述》作为这本书的题目，她地下有知，也会同意的。
胡  可 2009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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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灯照耀一生(胡朋自述)》：胡朋擅长扮演善良、坚强的农村妇女和“革命母亲”的银幕形象，是
解放后银幕上深受观众喜爱的“老太太”，同时其演技的功底也非常突出，在舞台上经常扮演各类反
差极大的角色。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灯照耀一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