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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默然遗体告别式在八宝山举行，张和平、
王晓鹰、李明启、阎肃等友人出席

众人送别“邓世昌”
■ 追忆

对话剧界鼓舞是非常大的

老师对艺术非常严谨

是他领我走到这条路上来

新京报讯 （记者陈然）
11 月 8 日 17 时 53 分，著名
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因心脏
病突发医治无效在北京医
院逝世，享年 85 岁。一生
坚守戏剧舞台的李默然曾
在 33 岁那年首次“触电”，
在电影《甲午风云》中出演
民族英雄邓世昌，因此红遍
全国。尤其是那句“开足马
力，撞沉吉野”，使李默然饰
演的“邓大人”成为一代中
国人心目中的银幕英雄。

昨日上午，李默然遗体
告别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
公墓大礼堂举行。7 点 46
分，李默然的孙子李唫捧着
爷爷的遗像步入灵堂。由
于李默然生前曾任中国文
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
主席、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名
誉院长，因而许多同行后辈
特地从全国各地赶来送别，
其中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院长张和平、国家话剧院副
院长王晓鹰、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总经理杨绍林、中央戏
剧学院前院长徐晓钟、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周予援、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宋
国锋等人。

此外李明启、阎肃、游本
昌、李金斗、梁天、魏积安、瞿
弦和、戴玉强、王丽云、张大
礼等李默然生前的后辈友人
都纷纷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遗体告别式上还有不
少民众自发前来。北京市
民刚凯威说：“我十岁看他
的《甲午风云》，那会儿还没
电视，我们都上电影院看。
他声音洪亮，表现出了中国
人的气魄，他是我的偶像。”

10 点 20 分，李默然遗
体告别式结束，其孙李唫捧
着遗像走出，李默然长子李
龙吟携全家向遗体最后告
别。而后，遗体运往回民公
墓下葬。

默然老师后期对于整
个中国戏剧的发展都非常
关心，两周前他给国话拍
了纪录片这可能是他最后
的影像。1993 年的中国
小剧场戏剧展上，默然老
师的《夕照》在青艺小剧场
上演。那是他最后一个话
剧，他尝试了一种并不熟
悉的演剧方式。那时候是
戏剧危机，很多剧团都在
小剧场寻找戏剧新的出

路，他也积极去尝试。其
实以他表演的气场可能不
一定合适小剧场，但他为
使话剧走出困境，在做自
己的努力，我在现场看得
非常感动。虽然前不久我
们一起开会时，他还说那
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尝试，
但对话剧界的鼓舞是非常
大的。

口述：王晓鹰（中国国
家话剧院副院长）

辽艺当年有一部成功
的话剧《父亲》，上海电影制
片厂把它拍成电影，我在里
面演母亲。我非常高兴，演
完以后，一次我去沈阳拍电
视剧，特意去了李默然老师
家。我问他，李老师您看了

电影吗？他说，我看了，明
启，你演得不错，演得很
好。当时我感动得都晕了，
能得到李默然老师的夸奖，
真是不容易，老师对艺术非
常严谨。

口述：李明启（演员）

李默然老师是我的恩
师，我是被他发掘到了辽艺，
后来到北京参加会演，被部
队要来的。是他领我走到这
条路上来，不然的话我就是

工人。话剧界的一颗明星陨
落了，从我个人来说，李老师
是我演艺生涯唯一的见证
人，他看着我一步步走来。

口述：王丽云（演员）

李默然 原名李绍诚，回族，1927年出生于黑龙
江省一个贫苦家庭。1945年参加牡丹江邮政管理局业余
剧团，首登戏剧舞台演出话剧《保险箱》。还曾出演过《曙
光照耀莫斯科》《李闯王》《日出》等话剧。1960年，因在电
影《甲午风云》中成功饰演“邓世昌”，在全国走红。

影像看澳大利亚“变化”
107件作品亮相中国美术馆，呈现当代文化面貌

昨日，李默然孙子李唫手捧爷爷遗像从告别仪式大厅出来。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展出的作品反映了澳大利亚艺术家尤其是土著身份
的艺术家对于社会现实的感受，对于他们生活状态和精神
世界的关注以及对于文化问题，特别是澳大利亚土著文化
与澳大利亚其他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关系的思考。

口述：张晴，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主任

■ 解读

■ 人物小传

新京报讯 （记者李健亚）
昨日，“移动中的变化——
澳大利亚当代影像展”在中
国美术馆开幕。107 件作品
展现了澳大利亚当代影像
的全貌，其中著名导演沃里
克·桑顿创作的 3D 影片作
品还展示了澳大利亚艺术
家对影像技术的探索。

展览开篇呈现了默文·
毕晓普的符号性摄影作品，
高夫·惠特拉姆（澳大利亚
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总理）在
1975 年将红土倒入土著老
人手中。随之还有记录高
夫·惠特拉姆 1971年和 1973
年访华之行的历史照片。

展览以土著和托雷斯
海峡岛民在现代社会中的
发展及变迁为主线。类似
沃森的《水之记忆》表现了
过去居民对昆士兰州布里
斯班市的集体记忆。

另外，作为澳大利亚电
影导演领军人物的沃里克·
桑顿带来了名为《搁浅》（右
图）的作品，该作品运用 3D
影像手段，带给观众前所未
有的感官体验。

此展是中澳建交 40 周
年的重要艺术项目，将展至
1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