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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怡：中国银幕不老的“青春之歌”
文/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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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国庆前夕，正在沪上医

院疗养的著名电影表演艺

术家秦怡梳妆齐整，端坐在

轮椅上，聚精会神观看电视

直播。这一天是9月29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在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尽管因身体原因，无法

赴京参加仪式，但97岁的秦

怡始终打足精神，要在病房

里见证这庄严一刻。“国家给

这么高的荣誉，很激动，感受

很多，很想流泪……”被授予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之际，她这样表达心情。

为人民讴歌，她满腔赤

诚，演“活”了女英雄

1922年出生的秦怡，16

岁开启舞台生涯，25岁走上

大银幕。

在中国影坛，秦怡是公

认的德艺双馨艺术家。在她

8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塑造

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

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她先后主演了《农家乐》

《铁道游击队》《女篮五号》

《青春之歌》《摩雅傣》《海外

赤子》等数十部影片。

青春年少时，秦怡就经

受抗战烽火洗礼，从上海家

中辗转到中国南方各地，再

到重庆，她以实际行动支持

抗战。在重庆，她很快加入

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

翼文艺工作中。

“解放了，我们终于可

以好好演戏、演电影了！”这

是1949年迎接新中国诞生

时秦怡发自心底的呐喊。

在回顾自己的艺术生

涯时，她感慨：“我 90 多岁

了，经历了国家发展的不同

阶段，更加觉得幸福来之不

易，更加要不断学习，为人

民讴歌，拍好电影就是为人

民服务。”

她这样回忆自己塑造、

打磨过的角色——在《铁道

游击队》剧组学习“怎么扔

手榴弹”，一个动作要重复

十七八遍，趴在土坡上，要

跟男演员一样吃苦耐劳；在

拍《摩雅傣》时，与少数民族

群众同吃同住，仅是学习如

何驯马，就花了很大力气。

最令秦怡难忘的角色

之一是在电影《青春之歌》

中扮演的视死如归的共产

党员林红。

“林红是我扮演的共产

党人中最美的一个，这不是

说形象好看，而是用精神和

信念去打动观众。”她曾深

情回忆。

人在，戏在，九旬高龄

登上青藏高原拍新片

“拍戏的人没有季节，

零下30摄氏度也可以穿着

单衣，还扇扇子。零上40摄

氏度，也可以穿着棉衣，围

着围巾。严冬腊月往河里

跳，酷暑也要往火里钻。可

是无论吃多少苦，每当一段

样片出来时，大家抢着看自

己在片子里是否有不足之

处。”

这是秦怡在2009年上

影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一

段激情演讲，台下几代电影

人不禁热泪盈眶。

“人在，戏在！”2014年，

九旬高龄的秦怡登上青藏

高原，拍摄她字斟句酌的电

影剧本《青海湖畔》。从筹备

到开拍，她自编自演，全程

亲力亲为。与秦怡老师拍对

手戏的演员佟瑞欣说，片中

气象科学工作者梅欣怡爱

岗敬业，寄托了秦怡老师对

工作和生活的无比热爱。

对待表演艺术，秦怡永

远充满着激情。她说：“无论

是痛苦还是欢乐，我总要以

满腔激情去拥抱事业，这是

一支我永远唱不尽的歌。”

大爱无垠，从小家走向

大家

在医院疗养期间，秦怡

把国家荣誉称号证书和奖

章放置在最醒目位置。此前

入院时，她还带上了早年她

与丈夫金焰的合影。

秦怡以她对小家和大

家的爱，来诠释自己的人生

品格。她曾经数十年如一

日，悉心照料患有重症的儿

子，即使丈夫去世、心灵屡

受打击，她坚持以柔弱的肩

膀挑起家庭重担。

而当社会上一方有难，

秦怡又一次次毫不犹豫地

伸出援手。很多影迷记得，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秦怡

拿出自己绝大部分积蓄，先

后捐出20余万元，支援灾区

重建。她不顾医生反对，在

做完腰椎手术后不久就前

往都江堰参加上海援建小

学的开学典礼。玉树地震

后，她又捐款3万元。

据估算，近年来，她累

计向各个方面捐款超过60

万元，而这对屡遭家庭变

故的秦怡来说并不是一笔

小数目。她还一直关心中

国电影“走出去”，不仅支持

上海举办国际电影节，还曾

发起并筹资主办“上海中外

无声影片展”等活动。她与

世界多国电影艺术家建立

友谊。比如，秦怡比日本演员

栗原小卷年长20多岁，但两

人一见如故，结下忘年交。

“她的身上饱含着精神

力量，给人以心灵启迪。她

塑造的角色拓宽了人们对

中国电影的认知，照见了人

们对世间真善美的渴望。”

上海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任仲伦说。

盛夏时节，沈阳抗美援

朝烈士陵园内松柏郁郁葱

葱，烈士纪念碑、烈士墓群、

烈士纪念馆等处，前来瞻仰

缅怀的人群络绎不绝。陵园

内陈列着一套带有血迹、弹

孔的军装及勋章，这套军装

的主人叫蔡正国。

蔡正国，1909 年 10 月

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文竹

镇车田蔡家村，1929年9月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先后任乡工会主席、少年先

锋队队长等职。1932年4月

参加红军。1933 年转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

1933 年 12 月，蔡正国

进入于都公略步兵学校第

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工

作。1934年8月后，任中央

人民武装总动员部补充第

四团连长，第三军团教导营

第一连党支部书记、第三连

排长等职。

全国抗战爆发后，蔡正

国任一一五师教导大队三

队队长。在平型关战斗中，

教导大队担任警戒任务，蔡

正国率三队英勇阻击驰援

的日军，胜利完成了作战任

务。1937年10月后，任一一

五师补充团参谋长、教导第

二师第二团团长、教导第二

旅参谋长、胶东军区教导第

二团团长。

1945年9月后，蔡正国

任山东野战军第六师副师

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

参谋长、第十一师师长。

1947 年 4 月，任第十师师

长，1948 年在塔山阻击战

中，第十师是守卫部队，蔡

正国亲临前线指挥，率全师

抗击敌人，5天5夜不下战

场，守住了阵地，拖住了援

敌，切断了东北敌军南逃之

路。

1948 年 11 月，辽沈战

役结束后，蔡正国率部随第

四野战军主力入关，参加了

平津战役中包围北平（今北

京）的作战。北平和平解放

后，率部随第四野战军主力

南下。1949年7月，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副军

长。

1950 年 10 月，蔡正国

随第四十军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同年12月，任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五十军代军长，

主持全军工作。他指挥部队

英勇作战，取得了全歼英国

皇家坦克营和痛歼英军第

二十七旅的辉煌战绩，为我

军以步兵攻击敌人坦克开

创了先例，提供了经验。

1953 年 4 月 12 日，在龟城

郡青龙里遭敌空袭牺牲，时

年44岁。

为表彰蔡正国的国际

主义精神和杰出功勋，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颁发给他“独立自由二级勋

章”和“国旗二级勋章”各一

枚。蔡正国的遗骸迁葬于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志愿

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邓华

将军为蔡正国墓碑撰写碑

名和碑文，称赞他是“光荣

的国际主义战士”。

（据新华社报道）

1.呼伦贝尔市海拉尔

区岭上家园居民反映，岭

上家园和兴安家园的公交

车票价高于其他线路，为每

人次2元，且车次也很少。

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

局责令公交公司立即整

改，恢复该线路每人次1元

票价，适当增加公交车班

次。同时，公交公司承诺将

增加公交车保暖设施，投

放新能源车辆，让广大市

民在寒冷的冬季乘上优

质、便捷、实惠、温暖的公

交车。（呼伦贝尔市委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 赤 峰 市 范 女 士 反

映，中小学放学时间与家

长上班时间有冲突，托管

班大部分又没有资质，存

在各种安全隐患，建议实

行学校托管制度。

赤峰市按照自治区教

育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

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

意见》要求，结合实际做出

安排部署，从 2019 年秋季

全面启动实施课后服务工

作。各旗县区教育行政部

门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

定了具体落实意见。（赤峰

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

公室）

3. 包头市群众反映，

团结大街民族东路至东植

物园北门路段南侧多年来

一直没有路灯，附近群众

晚间出行很不方便。

包头市市政管理局路

灯所多次组织技术人员实

地踏勘，并和多家厂商沟

通协调，量身定制11基“微

缩版”路灯，于近期安装完

毕，解决了该路段多年没

有路灯照明的问题。（包头

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

公室）

4.呼和浩特市部分群

众反映，小区物业管理服

务水平不高，绿化、安防、

卫生等条件较差。

呼和浩特市住宅小区

环境秩序管理局通过建立

健全物业管理监督考评体

制机制，完善物业管理投诉

受理制度和物业服务纠纷

快速处理机制，深化物业管

理服务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开展物业企业服务规范化

达标竞赛和岗位练兵活动，

推行建立物业服务价格引

导机制，不断提升物业管理

服务水平，为居民提供更加

宜居的生活环境。（呼和浩

特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办公室）

“光荣的国际主义战士”蔡正国：戎马一生 英勇捐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