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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t 昌

魏积良

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倡导的，业已成为我国社

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在人民政协的事业中占有重要地

位。认真搞好文史资料工作，对于履行政协职能，巩固和发展爱

国统一战线，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

起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强特作用。征集、整理、出版文史资

料还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确实是一项

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世纪之交的重要历

史时期，政协文史工作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实

事求是的方针，从自己的实际和特点出发，努力征集编印对人民

群众，特别是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资料，

征集编印对我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借鉴意义的资料。在

这种情况下，区五届政协的文史工作要适应新形势，探索新路

子.开创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天津北辰文史资料》第六辑，在上届政协领导的关注和社

会各界的支持下，通过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现在和大家见面

了。本辑共刊 38 篇资料，约 13 万字，重新设计了封面。征集内

容做了较大的调整，选取了有价值、有影响的重要题材，征刊了

→些反映时代特征的崭新史料，这也是我们在继续完成建国前

史料征集出版任务的同时，重点要搞好建国后史料征集的初步



尝试，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兰亲"(亲切j、/~见、亲闻)原则和北辰

特色，保持了资料的翔实、丰富有l深度，具有较高的存史价值和

较强的可读性。

我区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多年来→直受到区委、区人大常

委会、区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我们衷心希

望政协委员、各界人士以及长期生活在北辰这块土地上的广大

干部群众和在外地工作的北辰籍人士，本着存真求实的精神，把

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述诸笔端，积极支持我们搞好《北辰文

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出版工作。可以相信，我区的政协文史资

料工作，坚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依靠全体政协委

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就一定能为促进我

区的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由于编辑水平所限，本辑所载史料缺i化之处在所难免，真诚

欢迎广大读者给予补充和订正，使史料内容更臻翔实全面。在此

谨向关心、支持、帮助和参与编印的有关方面，往届和本届政协

委员以及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1998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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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艺求道路

郭振清

一、童年

我祖籍天津市北辰区政口二村。 1927 年 8 月 15 日我出生

在天津市内。

1937 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打到天津，我们全家人从市区

逃难到老家政口村。 1939 年闹大水，天津市区淹了，双口村也淹

了，真是雪上加霜，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在双口村我受到启蒙教育，上了私塾，教我们读书的是赵先

生。以后我叉上了"洋学堂"插班在高小。在双口村我生活了五、

六年 o 这期间，我除了读书外，还跟着家人种地，有时还打短工，

拿着锄头站在集市上待人雇用，到人家干上半天活吃顿午饭就

回来了。那时我父亲在天津惠中饭店当茶房，收入不多，家里生

活比较困难，所以我得干农活、打短工以维持家庭生计。

二、做工

我 17 岁那年，我们全家又回到市内，我也到电车公司做工。

我在电车上卖票，一直干了多年。 1948 年底，天津解放前夕，我

是电车公司护厂队的成员，拿着大枪护厂子，记得刚解放时，军

代表说"工人同志们，解放了，我们当家做主人了! "昕了这些

话.我的眼泪汪汪的，心情非常激动。很快.电车公司组织正式工

会，是主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工会。三月份，新工会成立了，伪工会



取消了。我被选为工会委员，负责工友们的劳保福利，谁有困难

就救济借钱给谁，那时大家的生活都比较困难，救济金又比较

少.我很快就把钱借光了。军代表告诉我"谁要就给谁这样干不

行，要分个轻重缓急"。为了培养我，在四月底五月初，组织上送

我到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去学习。当时去上学的有 20 来人，我是

领队的。校长有袁民和、李立三、陆定一等领导同志。在学习政

治经济学时，老师讲"人是由猴子变的"，我听了怎么也理解不

了，想不通。班主任向我耐心解释了"劳动创造人类"的道理。在

学习中，我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懂了许多道理。不久，我加入

了青年团。

三、演戏

解放后，工人当家做了主人，我心情特别高兴，总感到全身

有使不完的劲，育种狂热感。我带头参加文化活动，打腰鼓，扭秧

歌特别活跃。用军代表的话说，我是能歌善舞，能编能演，能够带

头的人。那时《天津日报》刊登了我编写的一段顺口溜《电车工人

哈哈笑》。天津日报举办记者、通讯员招待会，我也应邀参加了。

我又写了一篇文章《电车工人乐了>>，被选入工人作品集里出版。

我小的时候，住在河东区一个市场旁，类似南市"三不管"那

样的地方。市场里什么都有，唱大鼓的，拉洋片的，变戏法的，耍

猴卖艺的，应有尽有。没事我就去市场转转，有钱没钱的蹭戏看，

昕相声不给钱，坐那就听，学会了很多曲艺。什么京东大鼓，西河

大鼓、三弦、鸳鸯调还有评戏，什么都昕，什么都会点，这便是对

我的艺术熏陶。在干部学校里我就说过相声，有个发电厂工人叫

范西贵的就和我合作说过相声。在学校毕业后，我去报考工人文

工团，经过打腰鼓、扭秧歌、唱歌、跳舞等考试后，我被录取了。从



此我参加了革命文艺团体，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到文工团是薪金制.每月 40 元钱，不是供给制。供给制是

37 元折合三袋面粉。我离开电车公司时给我算养老金是 11 袋

面粉，值 100 多元。不管钱多少，我热爱革命文艺，愿意为新中国

的艺术事业奉献青春。

在文工团我演的第一出戏叫《提高而步>>.这是我第→次演

主角。这个角色原定是我们团长郭井演，因他去北京学习临时调

换副团长赵继平演。排戏时我在台下肴。此剧有兰幕，而、兰幕

主角有珑，台词不多，我觉得自己能演这角色，就主动跟团长讲，

杀鸡焉用牛刀.让我演这个角色吧!见我态度诚恳、坚决，领导就

同意了。可一上台，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在台上只知站着，不知

道加动作，连什么叫道具都不懂，剧情需要在口袋里装点钱，作

为道具演出用。别人问我"振请，你拿道具了吗?"我迟疑着说:

"什么叫道具?""咳!你拿着，拿着，这就是道具! "人家说着就把

钱给我了。

第→次上台演戏，见台下满是人头，都在看我，心里慌得直

打扑腾。台下观众把我看毛了，子都不知放哪合适，一说话两手

直哆嗦，逗得大伙哈哈笑。待演完戏，我找团长检讨说"我犯错

误了……"团长劝我说"不要紧，下次我演。"我就演了一场，以

后团长演了。自己好久抬不起头来，认为没演好戏有些丢人不好

意思。

后来，团里又排新戏，剧名叫《不是蝉>>.我演马知了，是 B

角。这个戏由市总工会宣传部长王一达任导演。排练时我在台

下看，见主角演的不对劲，我就做些不该有的动作，意思是有点

瞧不起人家。结果导演急了，说"不行你上去演演看! "就把我推

上台去，我一上去演得真象那么回事。结果，这个戏的主角就由



我演了，而且演红了。我记得这出戏是 1950 年的"五·→"劳动

节，在耀华中学礼堂演的，提起马知了没有不知道的，于是"马知

了"成了我的别称。

四、从影

在文工团我经常下去体验生活。特别是到车站码头体验生

活，交结了不少运输工人。我们就帮运输工会排戏。我虽然是干

部，也跟搬运工人一起排戏。在演话剧《搬运工人翻身记))(即《六

号门)))时，我演主角胡二，戏排好后先在天津演，又去北京演，引

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在天津公演时，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吕班

认识了我。他是电影《六号门》的导演。从此吕导演叫我进了《六

号门》剧组。在剧组里我和李晓功认识了，由演剧中的夫妻，发展

成了生活中的伴侣。李晓功是演《六号门》的三朝元老了。第一

次是吴祖光导演，准备在大连拍《红房子))，也是反映搬运工人生

活的，听说天津有好剧本就到天津拍了。第二次拍了剧情的

80%.一审查不行，就给"枪毙"了。第三次拍《六号门》我进了剧

组，和她演一对夫妻。那时我身体好，光着膀子显露出一身臆子

肉，也叫疙瘩肉，在银幕上能展现搬运工人健美的形象。在排戏

中我们俩有了感情，拍完《六号门》我们就结婚了。那年我 24 岁，

现在我们的孩子都 40 多岁了。

我第一次上银幕就成功了，导演很得意，当时《六号门》上映

后在全国影响很大，主题歌就是我唱的。因唱大鼓、拉洋片练的

嗓子，说话唱歌总是嗡嗡的，有共呜音。导演吕班慧眼识人，主题

歌敲定让我唱。当时长影乐团有许多著名歌唱演员，但导演就相

中了我，非叫我唱。主题歌的作曲是王云杰，也就是"三毛"一←一

王隆基的父亲。我按导演意图用功唱了，效果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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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拍完《六号门》后，我接拍的第二部戏是《英雄司

机》。那时演员体验生活很艰苦。火车是烧煤的，烟熏火烤，我和

司机们在一起劳动，一起流汗。

当拍《平原游击队》时，需要骑马、打枪，不能用替身。我在城

市长大，马和骤子都分不清。虽然小时候在双口农村住过，但那

时马很少，都是些驴呀牛的，穷人家养不起大牲口，我连马摸都

没摸过。但为了拍好电影.我练骑马，到部队骑兵连找匹老实植

顺的马骑。我上马后，没有什么思想准备马就跑起来了，我大声

喊停!停)"马还是拼命跑。我用力勒马缰绳，恰巧前面有→条

大壤沟.若是其它战马‘下子就跃过去了.可我骑的马老实，再

加上我勒缰绳，马到了沟前骤然停下来，我却被惯性甩到壤沟对

面去了。那次摔得很厉害，有人笑话我栽进了藩马湖。人们越笑

话我，我越生气，就踢马肚子，又打马。打完之后，又赌气骑上再

跑。从那次以后，我骑马再没挨过摔。

拍电影很艰苦，风餐露宿。在北京昌平县拍《平原游击队》整

天在地上攘，我练打枪时，→勾枪机就眨眼，枪一响就闭眼。打机

关枪不闭眼总是连发。当然不符合要求。我就反复练，慢慢地学

会了打枪。这部片子拍了 8 个月才停机。

1956 年我到甘肃天目县藏族自治区，拍反映藏族同胞生活

的故事片《暴风中的雄鹰》。有→天正在山沟里拍戏，摄影师看看

天，突然急呼大家赶紧上山。当时山的这边晴朗朗的，山的那边

却乌云密布，下起大雨。不多时，水从山沟的上游汹涌而下，象牛

叫似的，好吓人!幸亏摄影师招呼我们上山及时，要不然非得叫

山洪冲走了不可!

此后，又拍了影片《花好月圆》。这次我演的是配角，演一个

农村的二流子满喜，外号"一阵风"。这部片子从 1957 年开拍到



59 年导演被划为"右派"停拍。这部片子是根据赵树理的小说改

编的，由田华、陈立珠、胡克等解放区有名的演员担任主演。那时

我年轻，身体好，拍戏时在太阳底下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还

帮助打灯干些剧务活。

我还拍过很多电影，如《万木春》、《换了人间》等，在《英雄儿

女》中我扮演张团长。文革中我还拍了部名叫《决裂》的片子，我

扮演主角龙校长。戏中的台词"凭这双手就能上大学"和"马尾巴

的功能"当时在社会上流传很广，也成为笑柄。

五、成名

我主演的《平原游击队))，使我成了名人。至今已经四十年，

人们还是忘不了。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只要认出我，就喊"李向

阳"不同年龄的人们喊我李大哥，李伯伯，李爷爷。从天津到长

春，乃至全国各地，这样的花絮太多了。有些人看到我头发白了，

就问"您的头发是真的吗?是假发吧!我们非常愿意看您演的

电影，不愿意让您老，让我们替您去老吧! "这表达了观众关心演

员的心情，使我非常感动。有时我和老伴上街买菜，有人认出来，

就说"您吃什么菜，拿去吃吧!不收您钱，我们昨天还看了您演

的《平原游击队》呢!"有一次我和老伴去集市为儿媳坐月子买小

米，有一份黄橙橙的挺不错，就想买二斤，小贩抬头一看，认出了

"李向阳"忙说"您等等，给您称这个!"说着，从后面取出不太

黄的小米，说"您别看那黄的好看，那是用碱水泡的，不好吃。我

不能糊弄‘李向阳， ! "我批评他不该做假，他满脸堆笑地向我解

释，说凡是坐月子买米的他都在后边取。从这件平凡的小事中，

反映出群众对人民演员的敬重和热爱。

《平原游击队》是中国电影艺术的经典作品，我因饰演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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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而出了名。我只是个化身，最主要的是此剧有强烈的民族意

识，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有故事情节，娱乐性也很强，是一部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好片子。 40 多年来，人们百看不庆。外国有些

著名影片 10 年放一次，而《平原游击队》平均每年放一次，艺术

之树长青。

在我成名之后，我在话剧《雷雨》中扮演鲁大诲，在《红旗谱》

中主演朱老忠，在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中也扮演了角色。在电

视剧《龙嘴大铜壶》中饰龙五爷，在电影《四等小站》、《老马识

途》、《排球之花儿《小宇辈》……中也扮演大小不等的角色。我在

影片《大虎》中还担任了导演。

除拍电影之外，我还在译制片中配音，如朝鲜影片《看不见

的战线》、《鲜花盛开的村庄))，波兰影片《华沙美人鱼》等。在《看

不见的战线》中我第→次给反面人物"老狐狸"配音。

虽然我是个名演员，但我从不特殊化。那时，有电影、话剧、

电视剧就参加排练，没有剧目就参加合唱团合唱，连踢带打什么

都干.不分这个那个的。文革中我没有受冲击.因我是工人家庭

出身，演的角色大多是正面的，尤其是李向阳，成了英雄形像的

典型。

我从天津工人文工团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干就是 25

年。在长春时，每逢春暖花开柳絮扬花时就过敏，犯肺炎，先后六

次住院。为此，我于 80 年调回了天津。在天津广播电视艺术团

当团长。干了几年，因年岁大了，也就退下来了。

我在长春时被聘为长春市和吉林省的政协委员，到了天津

后又被聘为市政协常委。党和国家关怀我，给了我很多荣誉。人

们称我为"电影表演艺术家"其实我就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

普通演员。我的根是工人，我的老家是农村。我是工农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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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事业、我的成绩都是党和人民赋于的。我的艺术道路，与共

和国同步，这恰恰说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

党也没有我郭振清的艺术生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要发挥余

热，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8 

根据郭振清口述，由王俊瑛、滑富强、隋芳春撰写整理

1998 年 9 月



书画大家王起

刘万庆

新华社 1993 年 5 月 25 日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由著名记者

邵建武采写的电讯"中年画家王超是一位不断有惊人之举的画

家……"并为国内外多家报纸转载。

1952 年，刚满 13 岁的王超在《青岛日报》发表了处女画作

《时刻准备着儿

1957 年《照顾》获山东省青年美展奖章、奖金;

1964 年，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一年的王超在天津河北艺

术师范学院举办了首届个人画展;

1980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美术馆举办第二届"王超书

画展飞83 岁高龄的李苦禅先生在画展前言中写道"作画踏实、

追求深刻，为人亦如其画之朴实…·

1982 年 8 月，在青岛举办第三届《王超画展》。

1983 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为第一位天津画家出版《王

超画选)>(非自费) ，印数 8000 册。中央美院院长吴作人先生评

曰"神兼二李①、境透清奇"。中央美院教授田世光先生题宇:

"王超同学所作山水花鸟，无不精妙，此册出版实为习画者福

音。"蒋兆和③先生逝世前题道"艺贵有风格、真情流笔端，王超

① 即李可染、李苦禅。均为著名画家。.

② 蒋兆和.曾任中央美院教授、著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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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诚如是也。乙丑年(] 985)五月题于病榻。"刘海粟①先生题

称"勇于创新"。李可染先生赞其"意匠惨淡经营中。"此外，刘开

渠②、王朝闻③、尚爱松④等诸多大师、学者无不对他的书面褒奖

有加。

1993 年 5 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第四届"王超书画

展"。中国国画艺术委员会负责人、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姚有多

教授首先致词。已故国画界泰斗李苦禅先生的夫人李慧文、李可

染先生的夫人邹佩珠联抉到场剪彩祝贺，成为国画界不衰的美

谈。专程赶来参加揭彩仪式的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先生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指出"王超的绘画艺术既有传统又有创新，有他自

己的东西……"。师母李慧文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欣然讲道"苦

禅先生的这个学生非常勤奋，不仅学到了老师的真正笔墨，还学

到了老师的精神。看了他的书画，我非常高兴。"

此次书画展共 116 幅作品，包括《故土》、《行行重行行队《回

归》等大象系列;((绿牡丹》、《春韵》等牡丹系列;((红柿》、《野趣》

等花鸟系列;((知音》、《怀古》等人物系列;((漱王楼》、《山乡》等山

水系列;((酸哉不食也》等寓言画系列"畅我怀抱"为碑林题字

等书法作品。

1996 年 5 月 17 日， ((北京青年报》以"天安门城楼大展《雄

风图))"为题报道"天安门城楼上、大厅中央正面近日挂上了著

名画家王超教授创作的《雄风图))，画面上三只雄鹰器宇轩昂，屹

① 刘海粟，著名画家

② 刘开渠，曾任中央美院副院长，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组长。

③ 王朝闻，文艺理论家，雕塑家。

④ 尚爱松，中国美术史专家，"国共北平和谈"教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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