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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菜花》里手握钢枪的母亲走了
——缅怀表演艺术家曲云老师的从影往事

表演艺术家曲云老师的名字，是和那部叫《苦菜花》的影片联系在一起的。提起曲云老师，人们就会想起那位英雄的母亲，眼前出现她手握钢

枪面对敌人时的刚毅的面容。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在银幕上扮演老太太，曲云先后在100多部影视作品里扮演过老年妇女的角色。银幕上的曲

云，留给人们的永远是年迈、沧桑的老妇人形象。而生活中的曲云，是一步一步走过了人生的春夏秋冬的，每一程都不曾省略。曲云老师的生命，

定格在了2020年早春里的一天凌晨，92年的人生自此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老师的讣告简单朴素，只几个字：因疫情，丧事从简。

1952 年 8 月 1 日成立的八一电

影制片厂，坐落在北京六里桥西北

角。这家起初以生产军事教育影片

和 新 闻 纪 录 片 为 主 的 电 影 厂 ，从

1955 年开始，增添了故事片的生产

任务。一时间，大批来自全军和地

方各处的编剧、导演以及演员等，都

汇集到这里寻求发展。曲云也就是

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这座电影厂的大

门前。

1956 年 5 月的一天，28 岁的曲云

穿过莲花池西边一大片绿色的高粱

地，终于找到了八一厂那并不怎么

显眼的大门。走过高粱地的时候，

曲云又闻到了那久违了的高粱秸的

醇香，这使她应试前本来有几分紧

张和疑虑的心情，一下平静安定了

许多。

从 1946 年那个有着圆月的凌晨

起，曲云离开山东牟平县家乡的小

山村，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在这

人生并不短暂的十年中，曲云已经

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农家小姑娘，成

长为了新中国的一名话剧演员。在

这十年中，为了能够参加文工团，曲

云曾徒步行走了 120 里的长路，从日

出到日落。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曲

云与战友们一道，英勇地在青纱帐

中的戏台上为前线战士演出，在枪

林弹雨中撤退、转移 ,在暗夜里风餐

露宿、摸索前行。而在抗美援朝的

风雪前线，曲云更是带着伤痛，克服

着怀孕前后的种种困难，热情满怀地

为志愿军战士演出。曲云的青春岁

月是在炮火和硝烟中度过的，汗水洒

在了那些个大大小小的戏台上。

在八一厂，曲云参加了严格的

试用演员的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

严寄洲导演。在摄影棚边一间休息

室充当的考场里，严寄洲导演先给

曲云出了个小品题目。一家人的保

姆在洗主人衣服时，发现了主人留

在衣袋里的钞票，怎么办？曲云略

作思索，就开始表演起来。她把保

姆发现钱后的惊异，以及随后小心

地把被水打湿的钞票晾干，最后认

真地交给主人的情景，表演得还算

恰当。但后来自选题目表演小品

时，曲云却没有成功。当时曲云自

编了一个老太太喂鸡的带几分喜剧

色彩的小品。她迈着熟练的老太太

的 步 子 ，满 场 追 着 假 想 中 的 一 群

鸡。严寄洲导演对曲云的这个小品

的表现不甚满意。她找到严寄洲导

演，诚恳地谈了自己对表演艺术的

感情，希望严导演能再给她一次机

会。严寄洲被眼前这个面容微黑、

神色坚毅的女子对艺术的热爱和投

入 打 动 了 ，他 带 着 曲 云 来 到 摄 影

棚。在看了曲云上镜的效果后，点

了头。在此后的岁月中，曲云经常

还会回忆起当初这入厂的一幕，一

次次感慨：“多亏当时严导演收下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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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不久，全国所有的

电影制片厂统统停产。作为电影

演员的曲云，也就自然地失去了走

到摄影机前的机会。与许多的表

演艺术家一样，曲云在艺术生命正

处于蓬勃的青春期之时，无缘再靠

近心爱的银幕和舞台，而那场浩劫

夺去了她近十年的艺术生命。当

云开雾散，阳光重又普照大地的时

候，生活中的曲云已经成了一个名

副其实的老太太了。当她再一次走

到摄影机前的时候，一开始还并没

有意识到自己的变化。当拍摄中有

一个需要曲云扮演的老太太缝针的

镜头，曲云又像以前那样故意把针

举得很远，以演出老太太眼花的样

子。可她在表演纫针的同时忽然发

现，自己还真得把针举得远一些了，

以前的表演成了生活中的真实，曲

云忽然发现：自己真的老了。

在这一段时间，曲云继续在一

些影片中扮演老大娘角色，曾参演

了《飞向未来》和《解放石家庄》等

片。在较多地扮演冀中平原和胶

东一带的妇女后，逐渐形成了自己

特有的表演风格。曲云在银幕上

塑造的大娘和大嫂，大都是善良、

坚强而贤淑的妇女形象，充满浓郁

的乡土气息，特别为观众熟悉和喜

爱。但此时的曲云却并不满足，她

还希望创造出喜剧型和其它类型

的角色。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

的电影《药》中的华大妈，就是曲云

塑造的另一种母亲形象。为了演

好这一角色，她看了大量的历史资

料和图片，阅读了鲁迅的著作小说

《药》，她几乎能背诵下来。

在不知不觉中，曲云的鬓角渐

渐落上白霜，眼角慢慢爬满皱纹。

当初的那个活跃在青纱帐里的戏

台上的女文工团员，那个在抗美援

朝的前线爬冰卧雪，带着产后未满

月的孩子，和自己的一身病痛坚持

演出的女军人，都已经在今日年迈

的曲云身上完全看不到了踪影。

她依然一部接一部地接戏、上戏，

在银幕或荧屏上扮演着各样的老

太太，演艺已经成了曲云的终身事

业。

从少年起即在外奔波，曲云可

谓是一生劳碌。曲云却从不言苦，

她说：“我这一生，是经历了一些事

情，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苦。有了

对艺术的爱，有了对事业的追求，

就不会后悔。如果让我闲着不做

事，那才苦呢。”

冯德英的反映胶东人民抗日

斗争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将搬上

银幕，谁来担任影片的主角母亲，

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当时，许多

名演员都曾来试镜，但导演李昂却

迟迟没有定下最后的人选。那年

曲云 34 岁，听说要拍《苦菜花》，因

为拍的是自己家乡的戏，不由得就

特别兴奋。她把冯德英的小说看

了好几遍，读小说的过程中，眼眶

不觉潮湿了好几次。《苦菜花》所描

写的那个山区，正是曲云从小生活

过的地方，小说一下勾起了曲云的

许多回忆。那荒年里挖苦菜、吃苦

菜的情景，以及去向地主借粮未果

却遭恶狗咬的一幕，都重又浮现在

了她的眼前。书中的母亲冯大娘

的形象，使曲云倍感亲切。从这位

革命的老大娘身上，曲云看到了那

些支持革命的家乡妇女的影子，她

的心里就萌生了扮演影片中的冯

大娘的想法。曲云对冯大娘这一

角色的诚意，最终打动了导演李

昂。当时曲云正在另一部影片《分

水岭》的外景地拍摄，当接到让她

扮演冯大娘的通知后，马上坐上摄

制组接她去的一辆摩托车，一路风

驰电掣，兴冲冲地赶到了《苦菜花》

摄制组。

《苦菜花》的外景地选在了胶

东农村。影片中有一场冯大娘“诱

敌踩雷”的重场戏，为了感受冯大

娘此时的思想感情，曲云常常一个

人跑到野外的山头上，一遍一遍地

练习。当她站到山头往下望时，胸

中总会激荡起复杂而汹涌的情

感。当“诱敌踩雷”的戏拍完后，导

演很满意地对曲云说“应该好好记

取一下这场戏的情绪”。

虽然曲云生长在胶东，可是离

家已近二十年了，一些生活细节也

难免有些忘记了。于是她利用一

切可利用的时间去重新熟悉家乡

的人们。接连几个晚上，曲云在灯

下向大嫂学织布，跟大娘推碾子、

磨面，听大叔、大爷们讲述当年打

鬼子的故事。这段生活不仅唤起

了曲云少年时代的许多生活回忆，

而且也加深了曲云对家乡父老的

感情。在影片中，冯大娘贴苦菜团

子、熬苦菜粥、推碾子的动作是那

般娴熟，表演者曲云内心也是那么

扎实和平静。在安排有特色的生

活道具时，曲云一看到那些大葱、

大萝卜，心头就会暖烘烘的，特别

亲切。对于角色衣裳上的一块补

丁，是应该补在肩上还是背后、膝

头还是腿弯，曲云都认真的近乎固

执。因为在曲云看来，这一切并不

是简单的装饰，而是反映着一种对

乡亲的感情。曲云愿意尽心做好

这一切。

影片中的冯大娘经常在织布

机前劳作，许多时候借织布抒发内

心的情感。织布并不是一件太容

易的活儿，扮演者曲云原本也不会

织布。拍摄中，为了不让手中的道

具——织布机单纯成为摆设，曲云

下狠心学上了织布。那时，每天拍

摄结束后，大伙儿都回到驻地休息

了，曲云却打着手电筒，跑到五六

里地外的村里找老乡学织布。经

常是大雪纷飞的夜晚，曲云穿梭往

来在山路上。为了防备野狼和其

它野兽的袭击，她都是手中紧紧握

一根木棍出行。于是，观众在银幕

上看到的冯大娘的几场织布机前

的戏就特别出彩。那脚蹬、手扯、

身子后坐的织布动作，更是不禁使

人叫绝。

出演冯大娘那年，曲云只有

34 岁。单说由这个年龄段的演员

来扮演一位老大娘，就着实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从艺以来

曲云一直走的是大娘、大婶这样的

角色戏路，可往常的角色却大多是

配角，戏份都不是很重。而《苦菜

花》中的冯大娘就不同了，这是一

个贯穿影片始终的重要人物。影

片上映后，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曲云立即成为大家喜爱的演员，她

的 名 字 也 开 始 被 许 多 人 知 道 。

1965年，曲云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

的成员，到阿联酋参加了中国电

影周开幕式，受到了外国观众的

热烈欢迎。

“阿妈妮”是朝鲜语中大娘的意

思。抗美援朝中，阿妈妮一语成了

子弟兵对拥军爱兵的朝鲜大娘的敬

称 。 曲 云 就 曾 经 先 后 在《长 空 雄

鹰》、《奇袭》、《英雄坦克手》这三部

影片中扮演过这样的阿妈妮。而当

这些阿妈妮一在银幕上出现，立刻

就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甚至

阿妈妮还成了曲云的专用称谓。

由许又新导演的《奇袭》一片，外

景地选在了浙江溪口的大山里。影

片拍摄是在 1961 年，正是在国家的

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八一厂推行的

是企业化管理，实行经济核算。按厂

里要求，《奇袭》摄制组必须在三个月

内拿出样片。那年的春节前，曲云和

摄制组的成员一道，在江南湿冷的冬

天里进行着并不轻松的工作。

那时的拍摄补助十分有限，摄

制组一天只供应两顿饭。经常是导

演、摄影、演员等一干人饥肠辘辘地

坐在山头上讨论剧本，设计下场戏

的拍摄。拍夜戏更是受罪，夜气袭

人 肚 里 一 饿 ，身 上 就 加 倍 觉 出 了

冷。这样的状态，无疑对拍摄是极

不利的。最后，还是片中的主演张

勇手有主意。他叫来剧组中的两位

女同志，曲云和袁霞，让她俩在没戏

的时候搞点副业。她俩从剧组的每

个人手上收上来五毛钱，再去买些

当地的黄酒、海蜇皮回来。在张勇

手的指点下，曲云和袁霞把海蜇皮

里的沙子用水冲洗掉，再把干净的

海蜇皮用刀切成一段一段的，拌上

大蒜和醋，用大盘盛起来，就成了一

道美味的凉拌海蜇皮了。因为海蜇

皮里沙子很多，曲云用劲搓的时间

久了，手上不觉打起了泡。而切的

时候又必须用力，曲云的手心都被

硌出了很深的印子。但当她看到大

伙儿拍戏归来，猛嚼海蜇皮，细斟黄

酒的时候，就忘了手上的痛，只留下

内心的满足和愉悦。曲云和大伙儿

不分昼夜地工作，终于在规定时间

里完成了这部影片的拍摄。影片一

经上映，就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在那段日子里，曲云经常在外

拍戏。摄制组的生活是清苦的，饥

一顿饱一顿已经成了常事。一辆

大卡车把大家拉来拉去，经常有女

同志会在半路上因为晕车吐起来，

曲云也不例外。好在曲云是从苦

日子过来的人，也就没有觉得太多

的失落。

那些年里，摄制组所到之处，曲

云注意到农村的庄稼地大多荒芜

了，农作物大片大片地烂在地里。

农民不是在忙着种地，而是都在跑

前跑后地大炼钢铁，黑腾腾的烟雾

从一个又一个村庄的上空冒出。面

对眼前的景象，曲云在不解中有了

失落，农民不种地吃什么呀？出身

农家的曲云思路也就这么简单，但

却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事情的根本。

在这段时间，曲云在艺术上的

收获却是可喜的。她在先后在影片

《五更寒》中扮演潘毛，在《县委书

记》中扮演铁匠妻，在《英雄虎胆》中

扮演刘大嫂，在《金铃传》中扮演兰

英娘，在《烈火真金》中扮演阿虎嫂，

在《江山多娇》中扮演坠儿妈，在《突

破乌江》中扮演黄大娘，在《哥俩好》

中扮演林妈妈，在《鄂尔多斯风暴》

中扮演娜母，在《岸边激浪》中扮演

阿炳娘。同时 ,她还参加了一些话剧

的演出，曾在话剧《夜店》中扮演馒

头张，在《三个战友》中扮演大娘，在

《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扮演童妈妈。

这些大大小小的老太太角色虽说都

不是主角，但曲云却通过自己的努

力，使这些形象在银幕和舞台上真

正立住了，为整个作品增添了一份

色彩。应该说，从 1956 年曲云走上

银幕，到六十年代初的几年里，曲云

在电影之路上的摸索和探求是较为

成功的。

不久，曲云参演了那部使她声

名鹊起的影片《苦菜花》。

一年以后，已经成为八一厂演

员的曲云开始参演影片。她先是在

由王冰、冯毅夫导演的影片《激战

前夜》中扮演一位渔民陈大妈。这

是曲云来八一厂后参演的第一部影

片，也是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演

电影。这一次拍片，给曲云带来了

许多全新感受的同时，显而易见的

困难也摆在了她的面前。当时，影

片的内景拍摄是在八一厂的摄影棚

里 进 行 的 。 摄 影 棚 里 ，水 银 灯 一

亮，曲云仿佛又回到了话剧舞台上

似的兴奋。头几天的拍摄中，她照

样搬出青纱帐里的戏台上练就的高

声大嗓，感情充沛地投入了进去。

起初，曲云自己感觉挺用劲挺卖力

的，可导演却一再对她说：“表演放

松一点，松弛下来。”没有戏时，曲云

在一旁观看别的演员拍戏，她找到

了自己的表演缺陷所在：舞台表演

痕迹太重。就这样边拍戏边学习，

曲云颇费心力地在银幕上塑造了她

的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电影形象。

从这部影片开始，曲云就是这样在

实践中琢磨、探索 ,一步一步脱去舞

台表演带给自己的一些痕迹，努力

向一个成熟、老练的电影演员靠拢。

走上银幕之初，曲云更多地在

演技上投入，并没有更多地想到电

影也是一门艰苦的艺术。直到后来

她随《林海雪原》、《奇袭》等摄制组

到外景拍摄时，从东北雪野的漫漫

风雪中，从南方大山里饥肠辘工作

的体验中，曲云领悟到了拍电影原

来是如此辛苦的一件事。

影片《林海雪原》是根据曲波同

名小说改编的一部颇受观众欢迎的

电影，拍摄于 1960 年，导演刘沛然，

曲云在片中演李勇奇的母亲。尽管

曲云当时刚做过人工流产，身体还

很虚弱，却还是坚持着和大家来到

了影片的拍摄外景地黑龙江嫩江。

雪野无边，那一带当年还没有通正

常的火车道，摄制组只能乘坐一辆

当地的小火车进山拍摄。小火车里

没有暖气，人坐在里面浑身冷冰冰

的。而每遇到转弯处，由于雪深路

滑，小火车无法转弯，车上的人还

得下来走上一程，铲雪清道，推拉

火车前行。走在没膝深的雪路上，

倍感寒冷的曲云只觉得身体已不属

于自己似的 ,只是凭借那一点不服

输的心气跟着大伙儿往前走。

拍摄中，摄制组在当地的一家

招待所落脚，曲云和当时在片中扮

演卫生员白茹的师伟住在一间屋

里 。 半 夜 里 ，曲 云 只 觉 得 浑 身 奇

痒，身上总好像有小虫在爬。等她

和师伟四下搜寻，才发现原来是虱

子在作怪，被搅得无法安睡的曲云

和师伟干脆起来逮虱子。她们把虱

子 一 个 个 从 枕 头 上 、棉 被 里 揪 出

来，然后用手指使劲掐死，很快手

心里就染上了一抹血红。师伟把沾

满虱子的毛衣放在了开水里烫，洗

毕后又拿出去晾。回来时她告诉曲

云，那件毛衣一拿到屋外就冻成一

块铁板似的硬块了。

◎“多亏当时严导演收下了我！”

◎林海雪原大战虱虫

◎会拌海蜇皮的“阿妈妮”

◎ 故乡苦 菜花香

◎“如果让我闲着不做事，那才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