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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夏琦"为了表彰上海市
公安消防总队大校警官、高级记者吴学华从
事公安消防摄影 #$年来，对公安文化建设
作出的突出贡献，全国公安文联日前授予中
国公安文化领军人物吴学华“剑胆琴心公安
摄影家”荣誉称号。
吴学华 #$年影艺生涯，无数次冲上火

灾、地震等突发灾害现场，把镜头对准赴汤
蹈火的公安民警和消防官兵，以经典影像作

品塑造“共和国之盾”的英雄群像。
他共获得国内外摄影大赛奖项近 #%%

个，其中一等奖或金牌奖达 $%个，包括中国
摄影最高个人成就奖金像奖、新中国首个国
际新闻摄影大赛金奖；被中国文联授予摄影
界唯一的“世纪之星”荣誉称号，被中国摄影
家协会评为德艺双馨摄影家，被中国摄影艺
术研究中心评为中国十大纪实摄影家，多部
作品被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等收藏。

! ! ! !本报讯 （记者 乐梦融 实习生 徐康
欐）新书封面上的朱丹，枕臂而眠，空气微
醺，天光柔和，半明半昧的笑容透出嫩绿的
梦。昨天，当红主持人朱丹带着她的新书《放
慢·快乐———微笑的力量》亮相上海书城，藉
由文字向人们讲述一个女主持的心情故事。
朱丹说，这本书所传达的和从她微扬

的唇角流露出来的笑容一样，是对快乐的
追求，对生活的感恩，希望能够带给读者一

些正面能量。
在书中，朱丹从童年讲起，回忆与母亲和

妹妹之间温馨的家庭小曲。这本书记录了朱
丹的蜕变史，从一个平凡的小镇姑娘成长为
家喻户晓的女主播，这一路的坎坷与收获、心
境的成熟与转变，都被凝结成了铅字付梓。这
位女主持也不避讳感情经历，告诉女孩们应
该怎样在爱情中珍惜和爱护自己，还写了一
封款款深情的信，留给“未来的他”。

公安消防大校 摄影剑胆琴心
吴学华被授予荣誉称号

当红女主持人 讲述心情故事
朱丹携新书亮相上海书城

! ! ! !“演龙套施重手从来严谨不曾
偷着乐，烹小鲜成大师一生淡然仿
佛仍在茶馆”，“演戏迷戏常入戏，
找乐逗乐人总乐”，“但求遍野葱葱
绿，羞与红花争娇艳”———八宝山
殡仪馆菊厅，由外向里，三副黑底
白字的挽联勾勒出表演艺术家黄
宗洛先生一生的风骨。今天上午，
闷热的天气中，热爱艺术家的人们
为他送别，北京人艺的老中青演员
为他送别，来自全国的数百观众为
他送别。

步入菊厅，在“宗洛千古”四个
大字下，鲜花衬托中，照片里身穿
白色西装、系着真丝围巾的黄宗洛
笑意盈盈，让人想起老爷子生前总
讲的“人活一世，就图一乐呵”。照
片两侧各摆放了两棵老人喜欢的
南洋杉，杉树前是妻子尚梦初、姐
姐黄宗英和两个儿子献上的花篮，
挽联上轻轻一句“夫宗洛安息，妻
梦初泣挽”表达了亲人无尽的思
念。老人安静地躺在白色菊花中，
安详和平静。张艺谋、葛优、冯巩等
人都送来了挽联，人艺老艺术家朱
旭，苏民、濮存昕父子，《茶馆》里
“松二爷”继任者冯远征等陆续来
到菊厅，和老人作最后的告别。

一大早赶来送别黄宗洛的张
先生告诉记者，昨晚特意把三个月
前去黄宗洛家中探望他时的几张
合影洗了出来，打算带给尚梦初老
师，还有答应送给黄老的《茶馆》纪

念封，自己也早已经买好，只是遗
憾没有当面送给老人，今天算是给
老人送最后一程的礼物。“黄老演
了大半辈子戏，基本上是些毫不起
眼的群众角色，可他不管角色大
小，凭着一股对艺术追求的执著
劲，开创了配角艺术的新天地。这
些老艺术家最感动我的地方，不仅
仅是他在表演艺术上的成就，还有
他谦逊低调的为人和对艺术始终
不渝的热情。我 &月份去看黄老爷
子时，坐在轮椅上的他还想着人艺
六十周年的庆典演出，要上台跟观
众问声好。”

特地来为黄宗洛送别的人艺
演员冯远征告诉记者，虽然他进入
人艺后，因为黄宗洛身体不太好就
一直没有机会和他同台，也没同组
演过戏，不太熟悉。但他跟黄老师
的夫人尚梦初特别熟，“她是我们
刚到人艺时的生活老师，还有黄老
师的儿子黄海涛我们在中央戏剧
学院上学时就认识了。后来我恰好
演《茶馆》松二爷这个角色，最初的
时候基本就是继承黄老师塑造人
物的方式，也听取了他提的很多建
设性意见，但我们没有私下交流
过。在后来的演出中，慢慢进入角
色，我才开始加入我自己的一些东
西。黄老师去世了，但他演过的松
二爷永远活在我和观众心里。”

驻京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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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洛灵堂外景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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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向陈强作最后告别 图 '(

! 陈强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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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天上午，著名表演艺术家陈
强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
举行。凌晨 )*&%许，陈强的儿子陈
佩斯及其家人一同来到北京市安
贞医院，全家人身穿孝服静静地接
走了老爷子的遗体。扎着黄纱扎花
的灵车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来
到了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全家人在
这里将陈强的遗体抬入灵堂。身为
我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以及一名
老党员，陈强的棺椁上盖着鲜红的
党旗，显得十分庄严。大儿子陈布
达表情肃穆捧着遗像走进殡仪馆，
次子陈佩斯紧随其后，神情凝重。
按照老爷子生前的意愿，一切

从简地处理丧事。陈佩斯说，“希望
老爷子能安安静静地走最后一
程。”虽然被工作人员拦在了灵堂
之外，但记者站在“认认真真演戏
反正悲喜七十四春无怨无悔，踏踏
实实做人苦乐甘甜九十四秋圆满
功德”的挽联下，依旧感受到老艺
术家宽厚的为人和执着的追求。

田华、张丰毅、朱时茂、唐国
强、李双江、祝希娟、姜昆、刘晓庆、
韩三平……陆续前来为老爷子送
别。走出灵堂，姜昆说，“大家应该一
辈子记住陈强老师。”陈佩斯的好搭
档朱时茂说：“老爷子最后不认识别
人，就认识我，那种感觉是非常亲切
的，就像是自己的老父亲一样。现在
他走了，我还很想念他。”
“本来他们不让我来。但我说，

不行，我得来。”抱病前来的表演艺
术家田华已是满头白发，泣不成声
地走出灵堂。她用“恩师益友”四个
字纪念这位老朋友，田华告诉记者
自己与陈强和陈佩斯之间有着特
别的缘分：“+,&%年，我 +-岁，刚
刚当兵，在敌后我们住在一个村
里，吃的一锅饭，抬头不见低头见，
‘大鼻子’的表演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我。+,)% 年，我 -- 岁，在电影
《白毛女》剧组，是‘黄世仁’手把手
地教‘喜儿’演戏，陈强的帮助让我
迅速成长为一名专业的电影演员，
如今都那么老了，他还是会叫我一
声‘小田华’。+,.#年，我 &)岁，在
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坚持把‘长
得比他爸爸还难看’的陈佩斯招进
了演员剧团。退休后，我在‘中国关
心下一代老艺术家委员会’当个负
责人，带着老同志们走南闯北地演
出，陈强特别支持我，每次登台都
是我第一个他第二个，每次我都会
跟观众介绍说，‘下面出场的是我
生活中的好朋友、好老师，戏里面
的仇人……’话没说完，掌声就起
来了。”从 +-岁相识说到一个月前
最后一次惜别，田华似乎在用回忆
跟这位老朋友作最后的告别，“)

月初我去安贞医院看他，他还能攥
一下我的手，甚至还会跟我笑。”说
到这里，老人再一次梗咽了。

驻京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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