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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华

永远做党的好女儿
田华（口述） 本报记者 张丽（整理）

园·音
谢士强

第8版 华夏·翰墨

一

前不久，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个章，捧在手
中，沉甸甸的。对于我来说，它不仅是荣
誉，还是责任；不仅是光荣，还是鞭策；不
是为了炫耀我的党龄，而是提醒我永远做一
名冲锋在前的共产党员。我是党培养起来的
一代电影艺术工作者，虽然我今年已经93
岁了，但还要继续为党做工作，用我的本领
向党报恩、向人民报恩。

12岁时，我离开家乡，参加了八路军
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1944年4月4日，我
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我16岁。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还处于不公开
状态。如果不幸被发现或暴露，特务汉奸就要
暗杀。但我们内心都知道，工作中谁表现最
好、最积极、最能吃苦，谁就是共产党员。

还记得我先认真阅读了一本油印的党
章，然后在一间小屋子中偷偷地填写了一份
入党申请表。入党那天，当我迈进一座大院
的房间时，看到屋里坐满了我所熟识的长
辈、领导，以及很多帮助过我的大哥哥大姐
姐。我才发现，原来我身边有这么多志同道
合的战友们。

那时候没有党旗，宣布我成为一名共产
党员后，大家就热烈地鼓掌，并对我提出了
很多意见和希望。其中有一点，就是要加强
政治学习。我那时工作上没得说，能吃苦、
能行军、能干得好；但有一个缺点，不爱学
习，爱玩儿，只爱唱歌、跳舞。于是大家提
出要求——要开动脑筋。这句话激励了我，
让我时刻按照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要求自
己，活到老学到老。

入党后，我跟着党一步步走来，见证着
党带领人民，彻底推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
和官僚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迎来了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曙
光。我跟随党，经历了党领导人民革命、建
设、改革的各个阶段。我始终铭记，听党的
话，跟着党走，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还要
干得好。

抚今追昔，我已经是一个有着77年党
龄的老党员。77年来，是党在教育我；77
年来，是人民用“小米”在哺育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7月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天
安门广场举行。我有幸现场观礼，并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清晰地记得，
我是坐在东二区第二排第26个座位。在现
场，我和很多老同志手举小红旗，跟着乐团
的演奏，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唱支山
歌给党听》《歌唱祖国》《国际歌》等。当飞
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我和在场的观众们
都激动地站了起来。我坚持站在那里，听了
100声礼炮。可以说，我是站着的观众里年
龄最大的。因为腿和腰不好，为了能够顺利
参加完活动全程，我提前吃了止疼片。党的
光耀时刻，我有幸见证，也有幸参与。

直到活动结束，我的脑海中，仍然不断地
回荡着“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二

我是1928年生人，今年已经93岁，从
艺也已 81 个年头。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

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时代造就人。
我12岁进入抗敌剧社，开始表演不同

的角色，我的名字“田华”就是当时的一位
副社长替我改的。剧社活动特别多，慰问战
士、群众宣传、驻地教歌等，给我提供了很
多学习进步的机会。我跟着剧社去过很多地
方，还经历从无人区到山西敌后炮楼下的农
村去演出，历经炮火的锤炼。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电影制片
厂要筹拍电影 《白毛女》，将当时的歌剧
《白毛女》搬上电影屏幕，以让更多的农民
有机会看到“土地还家”的故事，感受到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的道理。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都演过喜儿，演得也
比我好，但最后为什么是选中我饰演喜儿
呢？这得感谢王滨导演。《白毛女》的故事
发生在河北平山，导演要找一位北方人来
演，而我就是北方人。导演说我长得一看就
是个“土包子”。我才上了3年小学，到部
队后又住在农村，一身的“土气”。当时很
多人说我脸长得比较平，不上镜。但导演力
排众议，说什么好看不好看，像喜儿就行。

我自幼丧母，跟着父亲生活，家境贫
寒，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年关要账的来了，

父亲就出去躲债。这与喜儿的经历有些相似。
再加上陈强、张守维等老演员的帮助，最终我
饰演的喜儿赢得了观众的认可。这一功劳应该
归功于《白毛女》剧组全体人员。

从此，观众就认识了我，一直到现在，我
这么大年龄了，还有很多人认识我。这说明
《白毛女》剧本写得好，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还有后来出演的影片 《花好月圆》《党
的女儿》《白求恩大夫》《秘密图纸》《法庭
内外》等，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共产党员的
风采。

特别是影片《党的女儿》，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党的女
儿》改编自著名作家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党
费》，讲述了白色恐怖下，女共产党员李玉梅
死里逃生，历经艰难万险，独身一人上东山
寻找游击队，取得联系后，为掩护同志脱
险，挺身而出英勇就义的故事。1958年，我
在《党的女儿》中扮演李玉梅的形象，电影
一经上演，就获得热烈反响。当时很少写影
评的茅盾破例发表了《关于<党的女儿>》的
评论文章，称“田华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
越的，没有她的表演，这部电影就不能给人
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我国第一位女将
军李真也同时在同一刊物上对电影《党的女
儿》发表了评论。

对于扮演“党的女儿”的形象，我是真情
流露。有人说，这是党的女儿演“党的女
儿”，我感到莫大的激励与鼓舞。在现实生活
中，党就像我的母亲，不止教会我本事，还在
生活上照顾我，给我温暖和依靠。战争让我从
无知的孩子成长为有理想、有追求、为民族解
放而战斗的女战士。可以说，是党和军队培养
了我、教育了我，我就是党的女儿，我永远做
党的好女儿。

三

有人曾问我表演的秘诀，一个字，就是
“真”。何谓真？我引用庄子语总结了“表演
71 字诀”：“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
也。不精不诚不动人，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
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
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在内者神
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对党、对人民、对
电影，我始终保有一颗赤诚的真心。

从艺81年，经过8年筹备，今年我在中
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华彩人生——田华画
传》。这本书描写了我的艺术人生，其实也是
写的党培养我的一生。前几日，在友人的提议
下，我把这本书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其实我
心怀忐忑，因为我不是大作家，也不是大文艺
家，我只是一名文艺老兵，就是想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在书的扉页上，我真诚地写下一句
话：我的小书能放在知识宝库，是我永远的骄
傲，谢谢。最后署名是我的原名：刘天花。因
为在这座知识宝库面前，我永远是一名不断学
习的小学生。也希望大家能够永远把图书当作
自己的挚友，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编者按：

《白毛女》中的喜儿、《党的女儿》中的李玉梅、《花好月圆》中的范灵
芝、《白求恩大夫》中的老冯、《法庭内外》中的尚勤……一部部红色电影
中的经典人物形象，展示了不同时期的共产党员风采。她们的扮演者，就
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一位始终保有赤诚之心、有着70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7月 1日，已经 93岁高龄的田华，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本期邀请田华结合讲话精
神，讲述其参会感受，以及在党的培育下的从艺心路。

第7版 悦读·连载

第6版 艺文·荟萃

“我骄傲，我是龙的传人！巨龙的后代传
递着巨龙的精神，国富民强，万众一心的中国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7 月 3 日，国图艺术中心，令人激情澎湃
的铿锵之声响起。在观众挥舞着五星红旗晕染
的红色海洋中，田华与孩子们，一起朗诵着

《我骄傲 我是龙的传人》。
年过九旬的老人，身体挺拔地站立在一群

朝气蓬勃的身影中，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精
神抖擞、声音有力。在台上，田华还与老、
中、少三代人，一起演唱了 《游击队之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观众们仿佛看
到，红色的基因，在欢腾地流淌；红色的接力
棒，在不断地传承。

待到演出结束后，这位和蔼可亲的田奶
奶、田妈妈、田大姐，不厌其烦地带着优雅的
微笑，与喜爱她的观众们合影、交谈，尽可能
满足观众们的需求。却很少有人知道，等人群
终于散去后，田华立即被人搀扶着坐在了轮椅
上。那时，她吃过的止疼片早已失效。

有人这样评价她:
“从黑白、无声到彩色、数码，你见证中国

电影的成长壮大，从大戏主演到配角客串，你敬
畏每个角色，丝毫不差。年过耄耋却躬身为耕，
度艺度心度年华；戏龄花甲仍立身为梯，举人举
梦举百花。即便满头银发，不失当年优雅，笑就
笑得灿烂，白就白得无瑕。”

纵观她的艺术人生，她一直在用自己的行
动，为党的艺术事业奋斗终身，以“德艺双馨”
的标杆指引着年轻人努力的方向。即使年至耄
耋，即使满头银发，依然动力不减。就像她在获
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时所感言的那
样：

“不要看我们年过半百、银发飘零，归根的
落叶尚能肥沃泥土，将落的夕阳意在点燃繁星，
我们为什么离休而不离伍，只要雄心不老就有无
尽的潜能……我们多么想做改革者那弄潮的帆
篷，或者将肩膀化作攻坚的云梯。踏上来吧，一
代年轻有为的精英。”

多好啊，踏上来吧，一代年轻有为的精英！

踏上来吧，一代年轻有为的精英！
本报记者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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