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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我讲授“电影艺术家石挥研究”专题课的主要内容。
第二部分，为配合教学，附上了石挥自己写的两篇重要创作手记，石挥与蓝马对谈、石挥和李少春谈
戏等重要参考资料，作为电影艺术家研究当然应该更注重石挥有关电影创作方面的手记，但不知何故
，现在留下来的石挥的电影创作总结都比较简单，因此，还是选了他在“话剧皇帝”时期的两篇创作
手记。
第三部分，集中研讨石挥的表演艺术成就。
第四部分，是石挥的亲友和同代艺术家对石挥艺术与人生道路的追思和回顾。
这本书是我国第一本研究石挥的专著，可以给对石挥及其艺术感兴趣的人们留下一份较集中的研究成
果，作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这位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的一个较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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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晓鸣，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研究生导师。
1939年3月生。
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的教学与研究。
较早撰写的《新中国电影史》获学院1992年优秀教材一等奖，之后所著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
－1999)》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获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第二届”学会奖”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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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表演艺术家石挥的表演富于幽默感，他令人发笑的创造特别多。
早年在舞台上，他为了刻画“死要面子不要脸”的假绅士慕容天锡的形象，想出许多点子，比如，慕
容天锡身上别一只派克钢笔，他时不时地拿出钢笔签字，打开笔帽之后，他把钢笔放在舌头上舔一舔
，再签字。
他喜欢吹牛，他在马戏团演员面前吹牛，吹他怎么坐着汽车进了跳舞场，然后描绘跳舞场的情景，兴
奋地手舞足蹈，边唱边跳：“香槟酒是满场的飞呀，咚格儿里格儿咚里格儿咚”，博得观众一片喝彩
声。
    在影片《假凤虚凰》中，石挥扮演理发师小毛和助手一起来到范如华家，范如华刚进里屋，他俩忍
不住想抽烟，刚准备点烟，范如华出来了，石挥演的小毛顺手把一根烟别在耳朵上边，显然这是理发
师的习惯动作。
他转念一想，这样不行，又赶紧拿下来，慌忙装进兜里。
理发师小毛向范如华求婚，他唱出当时的一支流行歌曲：“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生命”，唱出的
调门既不像流行歌曲又不像戏，跑调跑得一塌糊涂。
范如华还是不答应，小毛说：“你再不答应，我就要自杀了”，他顺手从西装上衣兜里拿出一把剃刀
，熟练地打开，出人意料地提起领带，一上一下地磨了几下，最后比着自己的脖子做自杀状。
石挥想出的动作，往往是理发师的习惯动作，顺理成章，但与穿着笔挺西装的有钱经理身份又极不相
符，因此，引起观众阵阵笑声。
石挥若没有丰富的幽默细胞和想像力，是绝不会有此绝妙的创造的。
    在石挥塑造的银幕形象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太太万岁》中贪吝愚蠢的富商老爷子，一出场装模作样地打坐，“哼，哈”“啊?啊”的腔调令人发
笑；到后来，他也有了“小公馆”，心也花了，哼着小调，拿出多年没穿过的西装，照着镜子，往自
己仅有叽根头发的头上洒香水，其滑稽可笑的样子令人喷饭。
在石挥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中，幽默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
他自编自导的影片《母亲》中，穷孩子小辫奶奶生病了，大为给她看完病说：“奶奶，您没有病，是
吃多了。
”奶奶说：“我把他养这么大，不多吃点怎么行?”粮食投机商的儿子刘大富肥头大耳面对一桌好吃的
仍不满意，说：“你瞧瞧，我这两年瘦成什么样子啦⋯⋯”观众忍不住想笑。
石挥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我这一辈子》，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但影片也有些段落，表现出一种
内在的幽默：赵大爷的妻子问：“你们当家的，去挑去啦?”大妞妈说：“一大早就到局子里去了，哎
，好歹能挑上吧。
”随着孙元妻说：“大妞妈，要是挑上了可得剪辫子呀!”余音未了，剪辫子，换制服，日本式的立正
，看齐，开步走，“我”一脸严肃认真的样子，观众忍不住暗暗发笑。
“我”刚当上巡警就赶上辫子兵造反，杀人放火，“我”进退两难，“我想管又怕送命，不管吧又有
点对不起那六块钱⋯⋯”最后，“我”帽子夹在胳肢窝下，穿着借来的大褂，手握东洋刀，跑进区警
察署，他滑稽的样子引起警长和巡警们的一片笑声，而“我”真想哭，“咱们这是什么差事?”   
P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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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这部书稿，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史料价值，是我看到的迄今为止研究石挥电影艺术的最为全面和
比较深入的一部书稿，一部好的学术著作。
    李少白(中国电影史学家、研究员)    专著具有很好的学术性、前瞻性，也的确具有我国戏剧、电影艺
术特色，这在我国戏剧。
电影表导演理论建树上是很值得推崇的。
    徐晓钟(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专著在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的日子出版，这是对中国电影表演
艺术成就的回顾与礼赞。
它填补了我国全方位地对个体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的深入研究的空白，可列为电影导表演课程的必读书
目。
    刘诗兵(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    石挥是我最喜欢的中国演员，我想你也
会喜欢他。
    姜文(中国著名演员、导演)    最喜欢的中国男演员是石挥，最喜欢的中国影片是《我这一辈子》。
    李雪健(中国著名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我参加了这次“回顾展”，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
现了石挥。
    米特里(法国电影史学家)    过去我只知道中国有个赵丹，现在我爱瑰还有石挥。
    佐藤忠男(日本电影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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