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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上官云珠与蓝马15

读《作家文摘》
品五味人生

蓝马的推荐

我是 1946年初夏从重庆到上海
的，那时，我的丈夫汤晓丹正在筹划拍
摄由徐昌霖编写的影片《天堂春梦》。
其中男女主角已内定由石羽和路明
出演，至于重要角色龚某，他认为刚从
抗战后方回上海的蓝马最合适，而龚
妻和其他几个人物暂时没有适当人选
出演。

一天，汤晓丹带我去霞飞路老大昌

喝咖啡。我们刚走进老大昌，蓝马就从
里面迎了出来，他早已定好雅座，在座
的还有一名年轻女士——上官云珠。
大家坐定，东拉西扯好一会儿，我才听
出他是向导演推荐上官云珠出演龚妻
这个角色。汤说：“我与编剧和制片人
商量妥当后，让他们通知你好吗？”

回家后，我问老汤：“上官云珠行
不行？”

他说：“看外形还可以，没有看过她
的戏，改天我让昌霖和徐苏灵看一下。”

过了两三天，徐昌霖急匆匆来到我
家，进门第一句话就说：“蓝马来找我，
想让上官云珠演龚妻。徐苏灵说，上官
云珠演过几部戏，反响都不好，他不能
把钱花在不卖座的演员身上。”

老汤说：“蓝马带上官云珠让我看
过，外形还可以……”

徐昌霖说：“我们一起找徐苏灵
谈谈。”

之后，他们在徐苏灵面前又提出上
官云珠演戏的事，徐苏灵不得不答应。

开机后有点儿伤脑筋

上官云珠的戏开始拍摄时，导演发
现她演得还可以，但普通话不标准，有
的字发音不准确。

第一天该拍的镜头没有拍完，结束
后导演对蓝马说：“您的对白讲得那么
有分量，也帮上官云珠讲讲戏吧，让她

学会用语言刻画人物。”蓝马是个聪明
人，立即表示：“您放心，她明天就会提
高的。”

在《天堂春梦》里，石羽、路明、蓝马
对人物语言的掌握极有分寸，相比之下
上官云珠要差些。好在她很用功，也听
话，有悟性，所以导演对她的戏，总的说
来还是满意的。

1947年3月11日，《天堂春梦》剧
组在皇后大戏院招待新闻界人士。影
片放映完毕，许多人围住导演、编剧和
制片人表示祝贺，他们在赞美石羽、路
明、蓝马演得生动时，也提到了上官云
珠，说她发挥得恰到好处。

蔡楚生决定用上官云珠

昆仑公司准备拍摄《一江春水向东
流》，其中何文艳这个人物有点类似《天
堂春梦》里的龚妻，在用上官云珠以前，
蔡楚生特地到我家了解情况。他说：

“看了《天堂春梦》后想用她，但是反对
意见不少，君里（郑君里）第一个不赞
成，您看她到底怎么样？”

“上官云珠很用功，很虚心，有悟
性。关于表演分寸，轻轻指点她一下，
她就能领会。她主要是戏拍得少，缺乏
摄影棚经验，君里自己会表演，既能启
发演员，还能示范动作，上官云珠会演
好这个人物的。她同白杨、舒绣文、吴
茵在一起会学到很多东西。”汤的回答

让蔡很满意。
《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映后，上官云

珠饰演的何文艳一角十分成功，观众喜
欢，同行对她赞不绝口，都说“她是一个
会演戏的好演员”。

狂热的爱情不长久

上官云珠与蓝马的爱情，来得狂热
迅猛。

蓝马是1945年年底由重庆到上海
的，1946年年初他参加陈白尘编剧的
话剧《升官图》的演出。那是一台喜剧，
蓝马刻画的省长贪婪、专横、卑劣，真是
惟妙惟肖。

上官云珠坐在观众席中，对蓝马
的演技佩服得五体投地。她鼓足勇
气主动到后台找蓝马表示仰慕之情，
蓝马对她也一见倾心。之后蓝马把
上官云珠带到于伶家，拜见这位剧影
界前辈。后来，蓝马搬进了上官云珠
的家。

蓝马在舞台上才华横溢，赢得了上
官云珠的芳心。生活中的他不拘小
节，甚至还带点儿可爱的粗野，与上官
云珠的讲究仪表、喜欢情趣、做人做事
追求分寸的生活习惯发生了矛盾，最
终二人都认为，不能再同吃一锅饭、同
睡一张床了。

（蓝为洁）
（摘自《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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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去辽宁

在“总理”朝鲜的十几年里，袁世凯
一直没有闲下来，除了阻止日本势力在
朝鲜的渗透和发展流氓情报队伍，他还
利用职务上的方便，与北洋水师的舰长
们一拍即合，先是用军舰将鸦片运到朝
鲜，然后把高丽参运回大清国——当
然，所谓的运，其实就是走私。多年来，
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让他积攒了可观
的财富。所以，那天跟他从朝鲜一同回
国的还有半船黄金，现在这些黄金就是
他行走官场的资本。

夜幕之下，几大箱金砖悄然被抬
进了几位王爷的府邸，于是袁世凯的
病马上好了——因为他再也用不着装
病了。而在满族王爷的运作下，朝廷
并没有改变李鸿章的命令——袁世凯
必须继续为清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只不过他要去的地方不是朝鲜，而是
一个铁路能够到达的地方——辽宁。

袁世凯并不知道，就在他为达到自
己的目的而暗自高兴的时候，有几双眼
睛正在他身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们
是李鸿章在京城的眼线，袁世凯在北
京行贿王爷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这
些人的眼睛，他们向盛宣怀报告了这
个消息，盛宣怀立即将消息报告给了
李鸿章。

在盛宣怀看来，李鸿章听到这个消
息一定会勃然大怒，一定会想办法让袁
世凯去不成辽宁，因为袁世凯改投王爷
们的门下，他的行为相当于背叛。但让
盛宣怀没有想到的是，李鸿章这次并没
有生气。

李鸿章先说了一句话：好！搬出黄
金解决问题，一针见血，简单明了，流氓
作风，我喜欢！接着他说出了第二句
话：他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一定能够
解决别人的问题。才堪大用！

两个都有匪气的人在这里“匪匪相
惜”了。

经过许多的波折，经过漫长的等

待，袁大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虽然
袁世凯一门心思要离开朝鲜，但他不
知道的是，他在朝鲜的经历正是他一
生事业的基础。

因为有在朝鲜练兵的经历，朝廷后
来把训练新军的任务交给了袁世凯，他
开始进入军界，实现自己的理想，然后
培养自己的势力。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15年之
后袁世凯竟然成了亲手结束大清帝国
统治的人。

从1894年 7月 19日回国这一天
起，袁世凯就再也没有去过朝鲜，也再
没有出过国，他开始了他的奋斗之
路。我们再次见到他将是一年以后的
1895年。

这是因为还有一群可怕的人。
朝鲜东学党动乱，当袁世凯处心

积虑地回国，李鸿章焦头烂额地考虑
要不要出兵、出多少兵时，海的对面，
一个人正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他是
这群人的领头人，真正的带头大哥，也
是一个喜欢打架的人，一个大师级的
流氓，他很有匪气，同时有另外一样更
可怕的东西——实力。

在这个人物出场之前，我们需要了
解一下海对面的那个国家——日本的
历史和政治制度。

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万年前，当然那个时候日本正处于

原始社会。日本真正实现统一是在公
元5世纪，相当于我国的魏晋南北朝
时期，这一时期有众多的中国人和朝
鲜人移民至此，他们带来了种植稻米
的技术，这样，日本人才终于吃上了一
顿饱饭。

接下来，日本进入漫长的农业社
会，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大唐文明。京
都的皇宫是仿照唐朝建筑修建的，政治
制度也几乎是照搬唐朝的，一开始天皇
的权力是最大的（相当于中国的皇帝），
但是后来情况有了改变。

因为各岛之间总是打仗，军人就开
始干涉政治，权力慢慢转移到了将军手
上，将军的权力机构被称为幕府。日本
由此进入幕府时代。

但幕府也不是直接统治全岛，下面
有几百个藩，这些藩有很多土地和庄园
的领主（名主），所以他们还有一个称号
叫大名——相当于我国的地主。

为了保护这些土地，大名又不得
不养着一群持刀打架的人，相当于地
主的保镖，这就是武士。在武士阶层
的下面，是数目庞大的农户、町人（商
人、手工业者）。再接下来是最底层的
两类人，一类叫秽多，一类叫非人。实
际上，他们都是破了产的无业游民、流
浪汉和乞丐。

（摘自《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
1911）》作者 黄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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