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1日，著名电影艺术家于洋的

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

举行。

受中央领导同志委托，3月 4日上

午，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台长慎海雄一行，前往北京电影

制片厂，深切悼念于洋同志，并向其家

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宣部电影局常

务副局长毛羽，中影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傅若清等参加悼念和慰问活动。

慎海雄表示，于洋、杨静夫妇是我

国文艺界的优秀代表，为新中国电影

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于洋同志是党

的文艺战线忠诚战士，其经典作品铸

就时代记忆，影响了一代代人。于洋

同志的精神风范彰显了人民艺术家的

使命担当，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于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的第

一代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从烽火中

走来，是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之一。

他的一生波澜壮阔，参加过土地改革，

亲历了中国电影许多的第一次：他见

证了新中国第一座电影制片厂——东

北电影制片厂的诞生，参演了新中国

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新

中国第一部长篇故事片《桥》、新中国

第一次献礼影片《青春之歌》《水上春

秋》……

他一生践行着“人民演员”的使命

和责任，有着大海一般磅礴的情怀和

宽广的胸襟。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如同

加盖着时代邮戳的情书，一遍遍地诉

说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深厚的爱与

眷恋。

70多年从影生涯中，他始终坚持

扎根人民、深入生活，讴歌党、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用精湛的演

技和饱满的激情塑造了革命战士、钢

铁工人、土改队长、地下党、体育健儿、

公安干警、船长、造船厂厂长等众多劳

动者形象，激励着一代代青年观众在

发展的大潮中拼搏奋进，投身建设祖

国的宏伟事业。

1962年，于洋被评为新中国“二十

二大影星”之一；1992年，被广播电影

电视部聘为电影艺术高级职务评审委

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1994年，获电影局、中国电影家

协会、北京电视台联合颁发的“人民不

会忘记”荣誉奖杯；1995年，获中国电

影表演艺术学会“特别荣誉”奖；在世

界电影诞辰100周年、中国电影诞辰90
周年纪念活动中获“中华影星”奖杯；

为表彰于洋为中国电影事业所做出的

贡献，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时，授予其

“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

号；2010年，在第19届金鸡百花电影节

上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

奖”。

3月 11日上午 10时 30分，告别

仪式正式开始，“送战友，踏征程，默

默无语两行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于洋生前自导自演的电影《戴手铐的

旅客》的主题曲《驼铃》在礼堂中响

起。于洋静静地躺在覆盖着鲜艳党旗

的灵柩中，悼词中写道：“巨星陨落，

光辉永存。于洋同志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的创作精神，他克己奉公，尽心竭

力的奉献精神，他求真务实、百折不回

的奋斗精神，将永远服务于中国电影人

守正创新，在建设电影强国的道路上勇

攀高峰，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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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傅若清：

驼铃悠扬泪别战友

卫国保家风帆长扬

2025 年 3 月 1 日晚，我们敬爱的著名电影艺术家

于洋同志与世长辞，享年 94 岁。从于洋同志离世到

11 日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中

国文联、国家电影局有关负责同志向其家属表达了

深切慰问，电影界、文艺界和众多观众影迷都纷纷

表达了哀悼之情，追念他刚毅豪迈、铁骨铮铮的银

幕形象。

“于大船”是于洋同志的雅号，出自苏联电影专家卡

赞斯基给他的毕业评语。大船，属于海洋，从那天起，

这艘“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大船便矢志不渝的投入电影

事业的海洋，以作品诠释民族精神的壮阔篇章，在时代

浪潮中留下一串串闪光的印记。从影近八十载，他先

后塑造了“吴一竹”“金大夫”“曾科长”“江华”“肖队长”

“靳恭绶”“刘杰”等众多深入人心的奋斗者形象，或刚

毅机智，或深邃细腻，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战友、船

长、英雄，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接续奋斗，投身

于建设祖国的宏伟事业中。

于洋同志把“赤诚”视作毕生的创作信条，坚持“作

为一个演员，要用真正的感情去感染观众”，真实动人

的表演一定是从丰富的生活体验中“生长”出来的。拍

《桥》时，他与钢铁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交上了朋友；

拍《水上春秋》时，他以游泳运动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每

天坚持游够一千米；拍《火红的年代》时，上海正直酷

暑，他每天在高温炼钢炉前与工人们一起炼钢；拍《戴

手铐的旅客》时，他坚决不用替身，在火车追捕、贴身肉

搏等众多打戏中频频挂彩。2018年，他出演了公益电

影《一切如你》，年近九旬仍挥洒自如，角色塑造力透

银幕。

于洋同志始终恪守“人民演员”初心，将艺术理想融

入家国情怀。他是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之一，是“国

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

奖”获得者，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老党员”这个称呼，

将一切荣誉归于党和人民。他坚持电影工作者一定要

“有一点思想，有一种责任感，有一颗火热的心”，坚持

谦逊与敬业并重，对青年电影人言传身教、倾囊相授，

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尽心尽力，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与

爱人杨静同志总是积极参加电影活动、支持中影发展，

直至去世。一颗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以人民为名 ,为
人民而生。

于洋同志的逝去，是中影集团乃至电影界莫大的损

失。他和他的作品 ,是中国电影史上不朽的丰碑 ,是中

国人、中影人的骄傲。他的精神宛如温暖坚毅的灯塔，

指引着电影人前行的航道。我相信，当前中国电影千

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新图景，正是如您所愿，如您所

盼。我们将传承于洋同志的艺术精神与艺术品格，繁

荣创作、服务人民，以优秀电影作品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展现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共同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

气象。

送战友，驼铃回响，声声在耳。我们深切怀念于洋

同志，怀念“于大船”——中国文艺战线最忠诚的战士。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

于洋老师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电

影事业

此刻，我的心情十分沉痛，但同时又感受到一种力量。

于洋老师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重

大贡献。

如今，中国电影正处于爬坡阶段，我们正朝着建成

电影强国的目标奋力前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

传承老一辈电影人对电影的热爱，那种拼搏到生命最

后一刻的精神。电影人们追念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实

际上也是在给自己加油鼓劲。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电影

打造成在世界上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存在，让中国成为

当之无愧的电影强国。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贾樟柯：

《戴手铐的旅客》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今天，我既代表我个人，也是代表中国电影导演协

会。于洋老师不仅是久负盛名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还是

一位导演艺术家，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是中

国电影导演协会的会员，在此，我代表协会中今天未能到

场的所有会员导演来送别于洋老师。

就我个人而言，我第一次看于洋老师导演的作品是

《戴手铐的旅客》，这部影片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它

既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动作片，也是第一部公路片，影片

中主角从北方一路到云南的旅程令人印象深刻。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于洋导演是这类电影类型的开拓者。

所以，今天我以晚辈和导演同行的身份，来送于洋老师

最后一程。

▶导演尹力：

于洋老师的作品构成了中国电影的艺术长廊

于洋老师对我们这一代电影人的成长影响非常

大。他们这一代人用自己虔诚的付出，塑造了一个个

烁烁生辉的艺术形象，不管是《英雄虎胆》《大浪淘沙》

《青春之歌》《火红的年代》，还是后来做导演创作的《戴

手铐的旅客》等，构成了中国电影的艺术长廊，也构筑

了中国电影的辉煌。

我和于洋老师在一个党支部，经常举行活动，他从

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离退休的老艺术家，逢活动必

参加，永远是带头发言。他虽然年事已高，与今天年轻

的电影人距离很多代际了，但是他的思维品质、知识结

构都是与时俱进的，这一点值得所有的电影人向他

学习。

斯人已逝，今天我感慨万千，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

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新的中国电影“再出发”，要用当代的

语言、个性的创新来吸引更多的观众。在文化强国建设征

程中，电影首当其冲，是最重要的部分，今天的电影人要担

负起这份重任，希望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能够把于洋老师

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导演管虎：

我是于洋老师看着长大的

我是在北影厂长大的，从小就和厂里的那些前辈们很熟悉。

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去，如今最后一位也走了，真的特别伤感，心里

特别难受。他们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无比痛心、无限怀念。

▶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秘书长张光北：

我对于洋老师怀有对父亲般的情感

于洋老师既是我的老领导，又让我怀有对父亲般的情

感。大学毕业后，我被于洋老师所在的北影演员剧团招走，

从1989年进入北影厂直到现在，一直都和于洋老师有交集。

春节前我去看望他，我喊他，他还冲我点头。他还是我

的证婚人。可以说，于洋老师影响了我的一生，无论是在艺

术上还是生活中，他始终是我的前辈。所以，于洋老师的去

世，真的让我十分悲痛。

我认为，我们唯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才算是不辜负

他，也是我们能取得的最大进步。

▶ 中影股份原董事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副

主席喇培康：

于洋老师的作品启迪了一代人，教育了一代人

我的心情非常难受。于洋老师作为“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

之一，为中国电影事业、电影产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他主演

的很多影片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启迪了一代人，教

育了一代人，他的去世确实对中国电影界是一个巨大损失。

对于我们现在还健在的人来说，一定要学习他的崇

高品质、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以他为榜样，继续努力。

我已经退休多年，我会尽自己的努力，发挥余热，为中国

电影事业、电影产业的发展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名誉会长、导演侯克明：

于洋老师的表演炉火纯青，鼓舞了几代人成长

于洋老师是新中国培养的最重要的电影艺术家之一，他

在电影银幕上塑造了那么多伟大的新中国的英雄形象，鼓舞了

几代人的成长。他的表演是炉火纯青，他还演过很多舞台戏，

话剧演得非常好。于洋老师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行做导

演，拍摄了《万里征途》《戴手铐的旅客》《大海在呼唤》等作品，

这些影片给观众带来艺术享受的同时，也在电影史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于洋老师也参加了很多儿童电影的活动，我们非常感

谢于洋老师对儿童电影的支持。

▶《戴手铐的旅客》主演马树超：

我与于洋老师的“选角”之缘

于洋老师是个会为艺术献身的人。当时在北影厂选

角，选的是他助手、学生张强的角色。于洋老师要求很严

格，很多年轻人去试这个角色，都没通过。我是副导演介绍

过去的。于洋老师一见到我就很直接地问：“你当过警察？”

我回答：“对。”他又问：“你会武术？”我还是回答：“对。”然后

他就让我打一套拳，我当时打了一套形意拳。打完之后，我

感觉于洋老师的眼神里满是喜悦。

接着，他又给我出了个小品题目，说：“苏哲这个特务把

咱们的科技资料盗走了，你现在必须把它拿回来。”我凭借

在公安局学的知识，不用戴手套，撩开衣服打开门，直接用

中指从抽屉底部把资料拿了出来。老师点头，说我很专

业。最后他定下了由我出演。

▶影视律师郑小强：

铭记前辈精神

于洋老师离世，我心情很难受，于洋老师是老艺术家、

电影表演艺术学会老会长，他的离世是表演艺术领域的重

大损失。于洋老师经历丰富，当过侦查员、文化教员、演员、

导演，他将自身经历充分融入演艺事业，作品出色，年轻演

员应向老一辈艺术家学习，摒弃流量至上、不敬业的态度，

认真打磨演技。

▶影迷魏女士：

两代情谊，一世追思

我是于洋老师女儿的闺蜜、儿子的好朋友，认识很久

了。于洋老师老伴不到两个月前刚离世。我在于洋老师昏

迷时去看过两次。因为于洋老师儿子去世后，我不想揭伤

疤而多年未联系，直到他们的女儿回来才重新联系，后悔在

老两口身体好时没去看望。虽然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

律，但仍难以接受。

▶观众郭先生：

我们80后也非常敬重于洋老师

我是于洋老师的忠实粉丝。听闻于洋老师离世的消息，

我非常悲痛。虽然我是80后，但我特别喜欢这些老艺术家演

的电影，像《青春之歌》《英雄虎胆》《暴风骤雨》，还有《戴手铐

的旅客》等等，这些影片我都非常喜欢看。不管什么时候回

看，都觉得过去这些艺术家拍的影片特别值得留恋和回味。

他们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无私且杰出的贡献。

▶观众陈先生：

我对于洋老师非常尊重，非常喜爱

我今年 77周岁，我 11岁的时候，就在现场看过于洋老

师拍摄影片《青春之歌》，我对于洋老师非常尊重，非常喜

爱，他的演技非常好，思想境界很高。我今天来送别于洋老

师，我想感谢这么多年来他为中国电影事业的付出与贡献，

感谢他培养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电影人，为我们这

些影迷带来了这么多优秀的电影作品。

著名电影艺术家于洋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文/本报记者 赵 丽 李霆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