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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大”中的王晓棠、秦怡、于蓝、庞
学勤和谢芳，分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王晓棠，穿
一身将军服，在她位于八一厂的办公室里接
受了采访。这位现年 "#岁的女将军，即便坐
在沙发里，也姿态挺拔。当年，她在《英雄虎
胆》一片中饰演的特务阿兰大跳伦巴的场景，
惊艳一时。影迷中一度流传着“男看王心刚、
女看王晓棠”的说法。

王晓棠对记者回忆，当时连软糖纸上印
的，都是“!!大明星”的照片。因为买糖的时候
不让挑，许多人为了集齐这 !!个明星的像，
就老得去买糖。

新侨会议上周恩来的提议
$%&'年代初，在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八字方针下，中国进入了全面调整
时期。

$%&$年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
联合主办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
片创作会议在新侨饭店召开，也称“新侨会
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大跃进”以来
的“左倾”错误，重提“双百”创作方针。
这是对文艺界影响深远的一次会议。
会议期间，&月 !!日，周恩来邀请文化部

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人，以及各
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 ('

余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小聚。
赵丹、白杨、秦怡等人参加了这次小聚。他

们对这里一点也不陌生。每年来北京开会，他们
都常被邀请到西花厅吃饭，或到怀仁堂跳舞。
“总理跳四步。跳舞就是说话，问长问短，

了解情况。陈（毅）老总跳舞比总理还好，他说
话很直，但批评你，你不会觉得不开心，还会
笑。”秦怡告诉记者。

%'岁高龄的秦怡，花白头发，淡妆，黑底白
花的齐膝连衣裙，搭配有质感的蓝色中袖外套，
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更衬出她千帆过尽的美。
“周总理来上海，有时候问我们，我到上

海你们怎么不请我吃饭？我们说，那怎么好
请，你是总理啊。他说，总理怎么样，总理不要
吃饭？后来有一次，他要来我家吃饭。我想不
行啊，我家人又多的。白杨家里有洋房，还有
厨师，后来我们都集中到白杨家。其实最后吃
的还是锦江饭店的饭，保卫人员不许他们吃
外面的饭。”秦怡说。
这次的西花厅小聚，也聊得轻松愉快。
在谈到明星体制问题时，周恩来认真地

说，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电影明
星的照片，为什么不挂我们自己的明星照片？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曾发行过一
套苏联电影演员的大头照片，辅以他们的代表
作品的剧照，悬挂在电影院、工人俱乐部里。

周总理叮嘱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
长夏衍，要把中国自己的明星选出来，挂上去。

几天后的 "月 $日，是建党 )'周年纪念
日，周恩来和与会代表同游香山。他说，你们
都是艺术家，艺术家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
我在重庆与张瑞芳、白杨一起坐车时，观众把
她们围起来签名，把我晾在一边，你们想想在
人民群众中电影有何影响？

下午，周恩来和代表们在香山双清别墅
座谈时，再提评选电影明星一事。他说，苏联、
朝鲜都有人民演员、功勋演员，我们是不是也
需要，大家说说。

演员们谦虚起来：我们国家情况与他们
不一样，我们是电影工作者，是电影演员。

老中青结合的“22大”
新侨会议之后，文化部迅速行动起来。宣

传“我们自己的明星”的具体工作，被交给了
文化部下属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中影公司参考苏联电影的宣传模式，在
上报文化部的《调查情况说明》中建议：大面
积地在电影院、娱乐场地以及与文化艺术相
关联的地方，悬挂广大观众最欢迎和喜爱的
演员剧照或个人照片。

夏衍当即批示同意，并签署意见：可把演
员的艺术“大头照”集体性地张贴出来。

文化部的指示下达后，中影公司立即草
拟出一批演员名单，以文化部的名义下发给
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
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征求意见。但并没
有具体说明原意，仅表示需要印发演员照片。

根据指示，四大制片厂分别上报了各自
拔尖和重点培养的演员。文化部将名单上报
周恩来。

对于按什么标准选拔“!!大明星”，曾任
文化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委员办公室主任
的解治秀对记者回忆，他专门跑了文化部和
电影局的档案馆，但没有发现相关记录。

而据中国电影资料馆刘澍的文章《流光
溢彩的 !!大明星》介绍，是根据周恩来的意

见，按照各个厂的分配名额，平衡老、中、青三
代演员的搭配比例，并考虑他们所演的影片
的影响力，最后综合评定了名单。

最后的名单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张瑞
芳、赵丹、白杨、秦怡、王丹凤、上官云珠、孙道
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崔嵬、谢添、陈强、张
平、于洋、于蓝、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
林、庞学勤、张圆、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
心刚、田华、王晓棠。另外还有来自上海戏剧
学院实验话剧团、刚因《红色娘子军》一片红
透一时的祝希娟。

为什么不多不少评 !!个影星？对此，有
多种说法。

一个比较广泛的说法是，这是仿照苏联
的“!!大人民影星”得来的。秦怡则向记者提
供了一个传闻：$%&$年，苏共 !!大召开，“那
时候不是批苏修嘛，讲着讲着就出来了”，于
是，“!!大”之说就叫开了。

“政治合格非常重要”
但不管依据什么标准，可以看出，这个标

准是相对宽松的。
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年全国公映，

最初好评如潮，但很快被认为是“污蔑农民革
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
宣传”，饱受批判，在 *'年代初期发展成“新
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赵丹依然入选
了“!!大”。

于蓝 $%*'年主演的《翠岗红旗》，在捷克
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本来被授予
最佳影片奖，但由于国内有领导指责此片是
“消极等待革命胜利”，率队参加电影节的团
长表示反对，最后只获得最佳摄影奖。

在北影厂逼仄的老宿舍里，%$岁高龄的
于蓝着一件朴素的白底蓝花衬衫，语调平和

地对记者回忆：“文联还专门为这部影片开了
一个会，但最后没有同意批评意见。”

于蓝的另一部影片《革命家庭》也是一波
三折。此片由陶承的《我的一家》改编，编剧是
夏衍。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认为，
此片歌颂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最后在中宣部
副部长周扬的支持下，影片修改之后得以在
$%&$年公映，于蓝获得了当年莫斯科国际电
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王晓棠后来了解到，分配给各个制片厂
的指标不一样，评选的标准也有所不同。八一
厂原来上报了 *个人，除了入选的王心刚、田
华和她自己，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出演过
《黎明前的黑暗》和《战上海》等影片的刘季
云，一个是主演《上甘岭》的高保成。

在王晓棠看来，刘季云和高保成都是非
常优秀的演员，没被选上的原因，除了名额的
限制，也有可能是“粉丝”还不够多。

王晓棠对刘季云记忆犹深。$%*#年，学京
剧出身的他和王晓棠同时从总政文工团被调到
八一电影制片厂。“不管给他什么角色，重要的
也好，群众甲乙也罢，他都是一样的创作态度。
哪怕只给他一个后脑勺的镜头，他都要把小指
甲弄成长长的，往后脑勺这么挠一挠。”王晓棠
竖起小指头，比划着对记者笑道。她思路清晰，
一件事扯出去很远，还能不动声色再绕回来。
庞学勤则认为，入选“!!大明星”，政治合

格非常重要。
记者在约定的酒店见到庞学勤时，大堂

里有两个中年人正小声商量着，怎样突破“封
锁”，靠近偶像。他们对庞学勤主演的《战火中
的青春》，念念不忘。

同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曾在《平原
游击队》里主演李向阳的郭振清和在《甲午风
云》中饰演丁汝昌的浦克，“演技好，口碑好”，

却落选了。
“我有一条好，啥事没有。革命老区出生，

一直在解放区工作，没被捕过，不会有叛变问
题，也没有生活作风问题。”庞学勤告诉记者。
庞学勤后来曾出任珠海市文化局局长，#(岁
的他，戴一副茶色眼镜，略带东北口音，说起
话来中气十足。

长影的另一位优秀演员赵联，出演过《青
春之歌》《红旗谱》等，在评选过程中正好从长
影调到北影，因此错失机会，让人遗憾。

据说庞学勤当时的妻子、曾出演《冰上姐
妹》的杨洸也是候选人之一，但是考虑到不能
夫妻双双同时入选，因此作罢。

找不到明星的感觉
$%&!年春夏，全国各大影院的苏联明星

照被撤下，换上了“!!大明星”的照片。
虽然中影公司要求各制片厂为入选演员

统一拍照，但最后挂出来的照片并不都是特
意拍的。

八一厂的王晓棠刚拍完《鄂尔多斯风
暴》，厂里宣传发行科为她留下了披白纱的秀
丽照片。

庞学勤的照片是《战火中的青春》结束后
按惯例拍的用于宣传的照片，上身是临时找
导演王炎借的西服，下面穿着一条破裤子。

谢芳的照片，是 $%*%年演完《青春之歌》
后宣传科所拍。

秦怡的照片是 *'年代拍的，扎着一条长
长的辫子，穿着农村姑娘的布衣裳。“一点都
不像明星，老实巴交的。”她笑道。

北京市美术公司在征得文化部电影局局
长陈荒煤的同意后，特地弄来“!!大明星”的
底片，制作成三四寸的小照片，并附上其作品
的名字，通过新华社投放市场，在短短的 #个
月里，共销售出 "$万余张。
“在当时如果谁能有一套 !!大明星的照

片，那简直是令人羡慕得不得了，绝不亚于今
天年轻人的时尚程度。”解治秀告诉记者。
但是“盗版”也以最快的速度出现了。
据刘澍介绍，盗版照片中还出现了“各立

山头”的状况。
东三省的“!!大明星”照片，将长影的庞

学勤排在首位，连长影厂卖的“!!大”群像，也
把庞学勤排在第一位。上海的“群像”中，赵丹
排第一。北京和河北甚至自发添加了曾参演过
《锦上添花》《青年鲁班》的候补明星李长乐。

在强调国家和集体、批判个人名利思想
的 $%&'年代，“!!大明星”们自己，对当明星
却并不敏感，甚至有些回避。
“去了电影院，也躲着，生怕被人看出来。

所以光知道挂了你照片，但不知道是哪一
张。”于蓝告诉记者。

于蓝的丈夫田方，时任电影局秘书长，兼
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但他从未跟
妻子谈过“!!大明星”之事，仿佛不知道妻子
已成“明星”一样。

时年 !"岁的谢芳当时只演过《青春之
歌》，跟其他影星比起来，还是刚出道的小字
辈。“成名了，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我接着拍戏
呗！”""岁的她淡淡地对记者说。

但 $%&(年她演完《早春二月》之后出访日
本，《青春之歌》的剧照有一层楼高，她乘坐的小
汽车在人群中艰难地移动，很多年轻人亢奋地
追着车跑，她才回过神来，这就是成名了啊。
庞学勤也是偶然知道“明星”的滋味的。
$%&!年，庞学勤为拍摄《兵临城下》路过

北京，老同学赵联、李孟尧邀他在北京新街口
吃饺子。
“他们把我带到新街口电影院，指着一张

巨幅挂像给我看。我说，这人有点眼熟，怎么
像我呀！他们笑了，这就是你呀！”庞学勤笑着
告诉记者。
可惜好景不长。
$%&(年 $!月 $!日毛泽东对文艺界发出

第一个批示，称：“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
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
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年 &月
!"日，又发出第二个批示，认为文艺界“最近
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由此，文
化部以及各文艺单位开始整风，夏衍、陈荒煤
等人受到批判。

$%&)年 %月 !"日，文化部电影局发出
《关于撤销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的通知》。

在全国电影院、工人俱乐部等放映场所
悬挂了两年零五个月的“!!大明星”的大幅照
片，从此消失。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年第 !$期

“22大明星”诞生记
2012年6月底，陈强、张瑞芳两位老电影艺术家相继去世，

让这个老影星群体突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7月初，王晓棠、秦怡等8位老影星被华鼎奖授予“终身成就

奖”。出席这个活动的，还有赵本山、成龙、杨受成等影视界大腕，深
陷于“长枪短炮”之中。
老艺术家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如同一个时代的标本。
获得“终身成就奖”的这8位老艺术家，都是1962年评出的新

中国“22大明星”。“22大”中健在的，包括他们在内，现有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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