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跨表演和书画两个艺术领域， 已进入耄耋
之年的著名艺术家蓝天野， 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起的 《茶馆》、 《蔡文姬》、 《王昭君》 等经典话
剧以及 《末代皇帝》、 《封神榜》、 《渴望》 等影视作
品里， 这位全身散发着的人格魅力的艺术家给观众留
下了深刻印象。 自1987年后， 蓝老正式离休以后， 除
了必须要原班人马出演的话剧 《茶馆》 外， 他几乎不
参演其他剧目。 同大多数老演员不同， 蓝老 “比较彻
底” 地离开了他的演艺事业， 不导、 不演也不看了。
笔者在中央电视台见到他与苏民老师同时出场人艺师
生的一次聚会时， 他那特殊的声音依然让我们着迷。
近几年， 随着他几次画展的成功举办， 越来越多的人
惊叹他还是个 “画家”！ 85岁的蓝老又重返舞台， 出
演了 《家》 中的一个反派， 其入木三分的表演， 更让
观众敬慕不已……

爱锻炼：
年轻时就是一位“运动” 杂家

“我一直说我是80后， 什么事情还是干得出来的
……” 蓝老幽默的话语很让人感动。 他透露说， 自己
年轻时代的运动爱好挺多 。 他说 ， “我年轻时爱锻
炼， 我游泳游得不错。 我什么球都打， 篮球， 排球，
乒乓球， 羽毛球， 就是网球不会，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

那个场地。 我从小还练过武术……每次去体育场， 都
是在感受激情、 体会运动的魅力。” 他切身体会到了
运动对生活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在锻炼中收获了全方
位的乐趣。 有一次， 他和球友切磋乒乓球时， 放风说
自己不行， 使得球友轻敌。 待球友醒过神来， 他差不
多已胜券在握 ， 球友再难赢他 ， 玩得有技术也有谋
略， 非常愉快。

“打台球我也会点， 不过我不专业， 但他们给我
拍的照片姿势却显得很专业。 前一阵子， 我在人艺拍
戏， 听濮存昕说他也快到退休阶段了。 我感叹， 到了
退休的演员， 他应该是更成熟了， 经验更丰富了。 他
心里边的那个标杆也就应该更升华了。 所以实际上演
员退休不退休都无所谓 。 我为什么后来不当演员了
呢？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身体。 在台上不行啊， 精力不
行啊! 只是这些年因为又被北京人艺找回去参加艺委
会， 又参加了演戏， 所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太重要了。”

拿拐杖：
只当自己拿着好玩儿

“重阳节聚会时， 我说， 希望自己更老一点。” 怎
么回事呢？ “我不是指年龄、 身体状况如何。 我这人
头发白得太晚 ， 白得少 。 那天 ， 我跟一位作曲家聊
天。 他满头银发 ， 我说 ， 那多好 ， 健康 。 你不老先

衰， 那才难受呢! 老而弥坚， 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蓝老说。 “但人不服老不行， 我前一年还敢说， 我的
四肢， 我的胳膊腿还是比较灵活的， 我现在不敢跟你
说这个话了。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 (拐杖)， 我是拿着
玩儿的， 而且我对这个有兴趣了， 我最近找了好几支
了。” 原来有个动画片， 唐老鸭拿着拐杖去打东西什
么的， 蓝老真是童趣盎然。

“如今我真的感觉 ， 人到一定的时候是得服老 ，
还是健康， 心理健康就行了 。 比如 ， 我在正式上演
《家》 的前一天晚上， 彩排结束后走下舞台时， 不慎
摔了一跤， 头部受了轻伤， 左手手指脱臼。 大家非常
紧张， 连忙请来了一位正骨的大夫。 但我却要求导演
第二天安排我一段戏， 大家都踏实了， 这样就可以安
慰大家， 给大家 ‘压惊’。 后来我就想， 这一跟头摔
下去， 这个年龄， 大概也就是我了。” 此事， 一来说
明蓝天野老师身板硬朗， 八十多岁的老人， 这么一摔
还能这般 “无恙”。 二来， 可以一窥蓝天野老师心态
甚好， 为人良善， 自己身体受伤， 还妥贴地照顾好他
人的情绪。

“我是一个生活能力不强的人， 人步入中年， 这
是一个改变， 特别进入老年， 有很多的改变， 原来心
胸特别坦然的， 到了老年， 忽然就好像什么都恍然若
失， 特别斤斤计较 ； 但我觉得 ， 这几十年的锻炼也
好， 磨炼也好 ， 各种沟沟坎坎也好 ， 到了最后 ， 真

的， 你别老背着， 我还亏欠着谁什么呢!” 蓝老真是一
位心态甚好的人。

绘画：
要达到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极致

自从1952年进入人艺工作， 蓝天野老师依然坚持
利用业余时间练习绘画。 比如， 开会时， 他就拿着小
本练速写， 到外地演出时， 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 笔
记本、 餐巾纸……手边有什么就拿什么当画布。 用蓝
老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 “不成气候的小打小闹”。

其实 ， 做画家是蓝天野少年时代的理想 。 小时
候， 他爱和家人去看京剧， 不但爱上了京剧唱腔， 那
鲜明的色彩和动人的造型也触发了他对美的最初感
受。 小人书也是他的最爱。 “那时， 大人要求我早睡
早起， 可到了晚上我就钻进被窝， 蒙着头， 借着一条
缝透进去的灯光偷偷地看起了小人书， 还不敢有一点
响动， 以防被父母发现。 太入迷了。 小人书激发了我
对绘画的喜爱。 再长大些， 我考上了国立北平艺术专
科学校 (中央美院前身)， 终于实现了梦想……” 蓝天
野老师在离休后很少参加影视剧的表演， 而把大部分
时间用在绘画上， 是因为他觉得表演艺术是群体的创
作， 不论是表演还是导演， 都需要更多地与他人沟通
交流， 需要很多人配合。 而绘画有更大、 更自由的创
作空间， 更能表达个性。

谈到绘画的养生好处 ， 蓝老肯定这个说法 。 他
说： “无论是演戏还是绘画 ， 艺术创作都离不开深
思。 特别是大写意作品， 所画题材比较容易雷同。 因
此从选景、 选题材， 到内容构思， 我都会用相当大的
工夫。 比如大写意作品中常见的鹭类， 多以 ‘白鹭’
入画。 但我通过细心观察， 打破了常规。 在一次去武
夷山写生， 我发现了一种叫做牛背鹭的鸟， 便将它画
了下来， 画的内容就是一头水牛， 背上落着一只牛背
鹭， 既生动又少见。 我虽然拜了李苦禅和许麟庐两位
大师学画， 但那时我已是三十多岁， 我深知自己笔墨
功力有限， 不能超越两位老师。 但我可以继续练习，
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画， 要达到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
极致。 当自己能做到的时候却因为一时的随意与怠
慢， 而没有尽力， 这是种遗憾， 我希望这样的遗憾越
少越好。”

蓝老尤其擅长画鹰和历史、 神话人物。 他的画作
用笔简练， 设色典雅， 颇具大气、 潇洒、 儒雅之风。
据悉， 著名书画家许麟庐曾为蓝天野题过 “勤于笔
墨， 独辟蹊径” 8个大字， 这无疑是对蓝天野书画的
高度肯定， 这8个字让他受益良多。 他说， “首先是
要 ‘勤’， 绘画必须要勤加练习， 不能让其他事情分
心， 而且还要 ‘独’， 要开辟自己的路， 创造出自己
的风格……” 蓝老一直勤于深思， 细心观察， 笔耕不
辍， 很受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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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 他出演过话剧《茶馆》、 《蔡文姬》， 影视剧 《末代皇帝》、 《封神榜》、 《渴望》 里的角色，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85岁时， 他重返舞台， 出演了 《家》 中的一个反派， 其入木三分的表演， 更让观众敬慕不已。
■他游泳， 打篮球、 排球、 乒乓球、 羽毛球。 他从小还练过武术。
■他现在拿拐杖， 就是拿着玩儿的。 他有几支拐杖。
■他三十多岁拜李苦禅和许麟庐两位大师学画。 走到哪儿画到哪儿， 笔记本、 餐巾纸……当画布。

□特约撰稿 冰野演戏 绘画 打台球 人老心宽趣越浓

苏民和蓝天野

蓝蓝天天野野的的老老年年生生活活

蓝天野签名售书

蓝天野出演的话剧、 影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