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教我们的都是业内鼎鼎大名的老师。”

吴月英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教戏曲转播的是

杨洁导演（86 版《西游记》导演），教话剧转播的

是王扶林导演（87 版《红楼梦》导演），教歌舞、

晚会、活动转播的是邓在军导演（83、87、88 年

春晚导演）……

 

湖南第一个“飞天奖”获得者

回到湖南台之后，吴月英被分到电视剧组，

不久，她就导演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失

望人的希望》。这是一部时长 1 个小时左右的单

本剧，讲述的是一名街道主任感化帮助失足青年

的故事。

而真正让吴月英在电视剧行业崭露头角的，

是 1980 年拍摄的一部轻喜剧《瓜儿甜蜜蜜》。

吴月英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瓜儿甜蜜蜜》

讲述的是一个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故事。“拍

摄预算非常少，才 6000 块钱。”吴月英告诉记者，

当时拍摄是在跳马山。因为故事的背景是西瓜丰

收，所以拍摄时间是夏天。整个摄制组，都住在

跳马山下的一所小学里。

盛夏的跳马山骄阳似火，当时只有一台机位

拍摄，吴月英穿着一双塑料凉鞋，跑来跑去说戏、

调度，暴烈的日头把马路上的柏油全都晒化了，她

的鞋上全沾满了柏油，走都走不动。

当时，台里的所有人都被吴月英拉来做群众

演员。“大家每天的伙食就是南瓜汤，吃了一个多月，

都吃得快吐了。倒是有西瓜，但这些西瓜都是道

具呀，每天就是拍摄的时候搬出来摆在田里，很

多人都眼馋得不行。”吴月英告诉记者，一直到杀

青时，剧组才下狠心买了一只羊杀了犒劳大家，“全

组人都高兴坏了”。

1981年，《瓜儿甜蜜蜜》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电

视剧“飞天奖”二等奖。“‘飞天奖’的奖金发下来后，

我们每人发了10块钱。”吴月英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退而不休”的她终身学习

上世纪 90 年代初，吴月英执导电视剧《毛泽

东和他的乡亲们》，在天安门广场拍摄时正值数九

寒冬，零下4 摄氏度的温度，摄像机都要靠人工

取暖才能正常工作。她被冻得实在扛不住了，也

顾不得形象，裹了件军大衣，腰上拴根草绳，继

续工作，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

直到现在想起这个事，吴月英还戏谑地称自

己是“丐帮帮主”。后来，这部电视剧荣获了第十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单本剧一等奖。

到 2004 年退休前，吴月英拍摄了166 部（集）

电视剧，八次荣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五次获

中国电视“金鹰奖”，五次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

工程”优秀电视奖，还荣获“繁荣社会主义突出

贡献奖”“湖南省十大杰出女性”“中国电视剧十

佳女导演”等奖项。

退休后的吴月英其实是“退而不休”，十几年来，

她一直任劳任怨地为广电的电视节目审片把关。

如今，年近 80 岁的吴月英还特别爱学习，一

有机会，她就和年轻的编导们共同分享专业知识，

了解当代年轻人对艺术表现形式的需求。新出的

剧，吴月英也经常关注和学习，像《长安十二时辰》

《庆余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隐秘的角落》

《觉醒年代》《我在他乡挺好的》这些作品，她都

看过，而且评价很高。

吴月英说，参加审片时，她与大家一样，中餐

晚餐两顿盒饭，晚上还要加班，一点都不觉得累。

“三天不干活，浑身就不舒服。乐在其中，其乐融融，

与年轻人在一起交流学习，我也是一个朝气蓬勃

的‘80 后’！”

（上接 02 版）

当李玲站在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面前，讲起当年采访的那些精彩故事时，
这位一袭红衣、言笑晏晏的媒体前辈似乎忘记了自己 81 岁的年龄，又回到了那
个乘着新闻理想奋飞长空的年代。她执掌时期的今日女报，曾以其独特的办报
风格和高质量的新闻作品赢得新闻业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被国家
新闻出版署和业界誉为“今日女报现象”。但她最难忘的，始终还是那些奔波在
采访一线的故事。

不惑之年重燃新闻理想

1981年夏末秋初，湖南省妇

联决定办一张女性报纸。本来在

省妇联办公室工作的李玲主动向

领导请缨，愿意离开机关单位，

投入报纸筹办工作。

这源于李玲心中一直以来

的新闻梦想。1982 年元月1日，

首期试刊《湖南妇女报》（《今日

女报》的前身）出版了，它是改

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份女性报纸。

这一年，李玲 42 岁了。

在不惑之年重燃新闻理想的

李玲，只要有点时间或线索，就

往下跑。

有一年夏天，李玲到怀化一

个县采访，住在镇上的一个小旅

店。她想洗个澡，女店主热情地

提来半桶热水，指一指屋外一

个厕所。“我提着水，掀开用牛

毛毡做的门帘，小心翼翼地踩在

两块横在粪池的木板上，用毛

巾蘸着水‘淋浴’起来。”这时，

她忽然觉着小腿部痒痒的，低头

一看，吓得她一声尖叫：只见好

些肥肥的蛆虫爬上了小腿，有的

甚至已过了膝盖。“当时我吓得

魂飞魄散，赶紧以‘洪荒之力’

用双手举起木桶，将桶里所有的

水冲向腿脚部，并以最快的速度

随便擦了擦身子，套上衣服，慌

不择路地跑了出来”。

除了跟蛆虫的亲密接触之

外，李玲还在采访途中住过“要

用一根木头把门挡住”的旅店，

遭遇过满床的臭虫，被咬得一身

都是包…… “那时并不觉着苦，

还一股子劲。这大概就是‘热爱’

所产生的神奇力量吧！”李玲说。

冒充“服务员”争取采访机会

李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最初，报社名气不大，外出

采访时记者有时会被人藐视，给

采访带来困难。

1984 年 11 月初，李立三诞

辰 85周年纪念活动在株洲醴陵市

举行，李立三的俄国妻子李莎携

子女应邀参加。李玲听到这一消

息时，赶到了醴陵想要采访李莎。

但《湖南妇女报》当时的名

李玲：湖南首届十佳记者中唯一女性

记  者  档  案

李玲，1993 年 1 月就任《今
日女报》总编辑，2001 年退休。
湖南省首届十佳记者中唯一女性，
全国报业经营管理先进个人。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见习记者 朱泓江

80+ 的她

气和影响不大，没有接到邀请函，无法

见到李莎本人采访。在当地妇联的帮助

下，李玲争取到了参加纪念大会的机会。

但李莎和她的亲友及相关人员都被安排

在另一个招待所，这里安保人员里三层

外三层，根本无法接近。

在被醴陵市委宣传部宣传干事拒绝

的情况下，李玲找机会到了李莎居住的

招待所，在那里暗暗地等待。

最终，李玲成功找到一个机会，提

着一只热水瓶，扮作服务员走进了李莎

下榻的套间。正好当时李莎的胃痛发作，

李玲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活动会务组，将

驻会医生带到了李莎面前，帮李莎看了

病。在帮李莎去医院取回药后，李玲又找

来热水袋给她热敷，缓解疼痛。

这时，李玲向李莎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告诉她：“我是记者，在《湖南妇女报》工作，

这次是专程来采访您的。”看到李玲的真

诚和热情，李莎爽快地接受了采访。

 

多次奔走为妇女维权

1983 年 7月的一天傍晚，郴州市桂

阳县女职工曹莲 ( 化名 ) 的脸遭男友李某

持刀砍伤 8 处。医生抢救了几个小时，缝

合 86 针，才把姑娘从死神手中抢救出来。

接到这一信息，李玲立即向报社报告，

并赴桂阳采访。

原来，1 年多前，曹莲与李某建立

了恋爱关系。没多久，曹莲又通过李家

的关系在桂阳棉麻烟公司当了集体工。

从此，李某便三天两头来催促曹莲结婚，

并强行同居。棉麻烟公司领导因曹莲来

公司未满半年试用期，拒绝开结婚证明。

迫于此，曹莲要求李某稍等些时日。李

某却认为曹莲“企图悔婚”，便大开“杀

戒”。

第二天，李玲在县妇联同志陪同下到

县公安局、检察院等单位了解情况，却

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案件正在侦办中，不

接受采访。

李玲见采访无望，便结束了此次郴州

之行，回到长沙。她一方面向报社和省妇

联领导汇报情况，一方面跟《中国妇女》

杂志社联系，争取他们增援。

很快，《中国妇女》杂志社来了2 位

记者，李玲便带着他们一起赶赴郴州。

李玲一行走访被害者，联系当地公安、

检察、法院，在市、县妇联的大力推动下，

李某恶意伤害曹莲一案终于公开审判了。

在庭审调查中，李某对所犯罪行供认不

讳，审判官也出示了被告人的作案工具，

被害人满脸伤痕的照片等。出人意料的

是，审判官却话锋一转，提到了受害人

的所谓道德品质问题。对于李某，却只

判处一年徒刑。

李玲回到长沙再次向湖南省妇联汇

报此案。

湖南省妇联党组对此非常重视，立

即派当时主管维权的副主席邵国秀前往

当地，并请湖南省高级法院予以支持。

李玲和《中国妇女》杂志社的两位记者一

道，再次来到了郴州。

省高院和省妇联领导的到来，引起了

郴州地委的高度重视，他们召开专门会

议研究李某伤害一案。经过详细调查和

认真审理，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五年。

李玲告诉记者，她的职业生涯，历经

了纸媒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纸媒日渐式

微的今天，她认为，不论纸媒如何被边

缘化甚至消失，但好的记者和新闻作品，

依然是最宝贵的。

对 80 岁的李玲来说，最难忘的始终都是那些奔波在采访一线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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