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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文

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人物介绍

陈波儿（1907—1951），

字棠秋，原名陈舜华，因尊

重父亲陈湘波，改名为陈波

儿。广东汕头人。表演艺

术家、电影编导。曾主演

电影《青春线》《桃李劫》

《生死同心》，话剧《放下你

的鞭子》《保卫卢沟桥》《延

安生活三部曲》，导演《马

门教授》《新木马计》，编

剧、导演《同志，你走错了

路！》《边区劳动英雄》《皇帝

梦》等作品。

陈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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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延安前

陈波儿于 1907年 7月 15日出生于
广东海阳县（现潮安县）庵埠镇一个华
侨商人家庭。她 7岁求学厦门，少年、
青年时曾游学香港、上海，并东渡日
本，肄业于复旦大学、上海艺术大学。
1928年，她进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
读书，改名为陈波儿，经常参加革命群
众的活动，随后参加党组织外围活
动。1929年秋，陈波儿参加党领导成
立的革命剧社“上海艺术剧社”，出演
多部话剧。在公演外国进步名剧《街
头人》《炭坑夫》《梁上君子》《爱与死的
角逐》中担任主角，1929 年 10 月加入

“中国济难会”。1930年 2月参与发起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左翼文
化运动，受通缉而避居香港，并与上海
艺术大学的同学任泊生结婚。陈波儿
在香港生活了三年多之后，1933年重
新回到上海，参与电影拍摄。1933年
参加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仁人志士
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4年加
入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左翼戏剧、电
影活动，与袁牧之共同主演《桃李劫》，
1935年主演《生死同心》，创造了一个
正直、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女青年的鲜
明形象。同年她与史良、沈兹九、胡子
婴等人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积
极与宋庆龄、胡愈之等 16人联名上书
至江苏省高等法院，要求释放因宣传
抗日救国而被捕的“七君子”。

1934年至 1938年，陈波儿先后在

上海明星、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青春
线》《桃李劫》《生死同心》《八百壮士》
等影片。1937年“七七”事变后，率领
上海妇女前线慰劳团赴绥远抗日前线
慰问抗日军队，同时编导、演出多部话
剧，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参
加抗日剧目《保卫卢沟桥》的首演。

1937 年 8 月，日军进攻上海。上
海的电影业在战火的威胁下全部歇
业，大批进步电影从业人员纷纷离开
上海。陈波儿与袁牧之、钱筱璋三人
离开上海前往南京，找到八路军驻南
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表达了希望
赴陕北拍摄红军的意愿。叶剑英介绍
三人去武汉找周恩来。陈波儿在南京
由李克农、叶剑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党。她与袁牧之等在八路军驻武汉办
事处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肯定了其想
去延安拍摄影片的设想，但由于暂时
条件还不具备，建议先到刚改组成立
的中国电影制片团，去参与阳翰笙编
剧的影片《八百壮士》，以促成这部宣
传抗日的影片早日完成。1938年春，
周恩来派人设法买到器材，袁牧之去
香港购买电影器材。陈波儿主演以上
海“八一三”抗战为题材的影片《八百
壮士》中的童子军旗手杨惠敏，从而闻
名全国。同年，她出任中华全国电影
抗敌协会理事。

延安时期

1938 年底，陈波儿从武汉来到延
安。从事戏剧、电影的创作和组织工

作。不久，她率“战区妇女儿童考察
团”离延安，渡黄河入晋察冀边区，又
经山西、河北、河南、陕西，深入根据
地，开展抗日民主戏剧演出活动。
1940年，她率团抵重庆，广泛宣传八路
军在战区及敌后抗敌及生活情况。这
一行程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千辛万苦，
历尽磨难，深入调查宣传群众，产生广
泛影响。1940年，陈波儿率团返回延
安，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她导演
了反法西斯名剧《马门教授》，筹划组
织了《保卫延安》等文献纪录片素材的
拍摄。

1942年，陈波儿调入中央党校，5
月 23日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毛
主席的讲话并与主席一起合影，她决
心在艺术实践中贯彻会议精神。这一
年，她与姚仲明合编合导了多幕话剧
《同志，你走错了路！》，成为整风的辅
导教材，演出反响极为强烈。在排演
现场，陈波儿因心脏病两次晕倒在排
练场。1943年 12月，周恩来从重庆回
到延安，特意观看了这个话剧，应周恩
来之邀，陈波儿及姚仲明到周恩来住
处聆听指示，周恩来关心抱病坚持工
作的陈波儿，并鼓励她导演更好的戏。

1944年 11月陈波儿被评为甘宁边
区甲等文教英雄、马列学院模范工作
者、中央党校模范党员。随后，陈波儿
相继调往重庆、南京、北平等地从事政
治和社会活动，创作了电影剧本《边区
劳动英雄》。

在陈波儿的奔波与呼吁之下，延
安的第一个电影厂——延安电影制片
厂建立。该厂的开山作《边区劳动英
雄》，陈波儿是编剧，也是张罗奔波的
制片人。后因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
安，剧中主人公的原型吴满友成为叛
徒，影片无奈停拍。当时延安每上演
一部戏剧，都可以见到陈波儿的身影，
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延安生活三部曲》
《马门教授》《新木马计》等。而影响最
大、成为解放区代表作品的是《同志，
你走错了路》和《边区劳动英雄》。

1945 年 1 月 13 日，边区群英大会
召开，陈波儿被评为甲等模范文化工
作者。中央决定成立延安电影制片
厂，正在因病休养的陈波儿主动请缨
为电影厂到重庆、上海购置摄影器
材。在重庆，陈波儿得知任泊生已经
另娶妻，感情上备受打击。

离开延安后

1946年初，陈波儿到达上海，受到
上海文艺界热烈欢迎。同年 8 月，陈
波儿受周恩来指示，从上海直接前往
东北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前

往合江兴山（现黑龙江鹤岗市），参加
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该厂于 1946
年 10月 1日正式成立后，陈波儿任该
厂首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长。在陈
波儿来到东影后不久，袁牧之交给陈
波儿一封信，是两个人共同的老朋友
伊明的来信，信上告知，陈波儿的丈夫
任泊生已经另娶，要袁牧之好好照顾
陈波儿，还半开玩笑、半命令的要袁牧
之一定让波儿幸福。陈波儿明白了袁
牧之的心意，1947年夏天，陈波儿与袁
牧之结婚。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初期
的代表作品就是由陈波儿组织领导拍
摄的影片《民主东北》。这是我国纪录
片的划时代之作。从 1947 年 5 月到
1949年 7月，共拍摄了 30多万英尺的
新闻素材，剪辑成 10 多辑影片，平均
每两个月就有一辑成片。又组织拍摄
了《四下江南》《东满前线》《收复四平》
《解放东北的最后战役》《毛主席阅兵》
等片，显示了陈波儿在处理壮观恢宏
场面方面的非凡能力。陈波儿还努力
探索艺术新样式，编导了我国第一部
木偶片《皇帝梦》。

1949 年陈波儿调入北京，任中央
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
长。1949年，陈波儿先后被选为全国
妇联执行委员、全国文联委员、第一届
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电
影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文化部电影
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 年 6
月，在她的领导下，谢铁骊、巴鸿、王赓
尧等人筹划，创建了中央文化部电影
局表演艺术研究所，陈波儿任所长，
1950年 9月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
校，也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陈波儿
是新中国电影教育的奠基人。

1950年由陈波儿直接领导并提出
编创建议，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电
影《桥》《中华儿女》《钢铁战士》《赵一
曼》《无形战线》《白毛女》《翠岗红旗》
等 26部故事片。这些影片的问世和在
国内外的放映，给新中国电影事业奠
定了初步基础。同年，中国第一次参
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陈波儿力
主抗联战士“八女投江”的悲壮故事的
《中华女儿》参赛，使影片《中华女儿》
大获好评，荣膺电影节“自由斗争奖”，
成为新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摘得的第
一顶桂冠。

1951 年 11 月 9 日，陈波儿在上海
与编、导、演、创作人员座谈作讲座时
心脏病突发，经同济医院抢救无效，翌
日逝世。13日，北京举行了追悼陈波
儿大会，陈波儿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高慧琳）

新华社天津12月22日电（记者 周润健）一进
腊月就是年。12月23日进入农历十二月，也就是民间
俗称的腊月。随着腊月的到来，春节的脚步越来越
近，年的味道也越来越浓。那么，农历十二月为何叫
腊月？有何习俗？听听民俗专家怎么说。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中国节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萧放介绍，我国农历的
十二个月都有各自的雅称，充满诗情画意。其中，农
历十二月俗称为岁尾，有腊月、冰月、梅月、严月、丑
月、大吕、季冬、末冬等雅称。

在我国远古时代，“腊”本是一种祭礼。在商周时
期，人们每年依照时令举行春、夏、秋、冬四次祭礼，祭祀
百神和祖先，其中尤以岁末冬祭规模最大，也最隆重，
人们将冬祭百神称为“蜡祭”，将岁末以猎获的野兽作
为牺牲祭祀祖先称为“腊祭”。后来蜡祭、腊祭合一，人
们统称腊祭。腊祭相当于后来中国人的大年。

由于腊祭活动常在十二月举行，故称该月为“腊
月”，将举行冬祭的这一天称为“腊日”，但腊日当时并
不固定哪一天。汉代以冬至作为确定腊日的时间基
点，选定冬至后的一个戌日为腊日。在西汉前期，腊
日在冬至后第几个戌日，尚不确定。汉武帝颁行《太
初历》之后，确定在冬至后的三戌为腊日（闰岁为第四
戌）。自南北朝开始，据传腊祭之神有八种，于是腊月
初八便成了固定的祭日——腊日，俗称腊八节。

萧放表示，腊日的祭祀作为古人的“岁终大祭”，
不仅仅是向神灵和祖先表达感恩、期盼来年的风调雨
顺，更是装点了古人平淡而又乏味的严冬生活，让他
们在寒冬中依然体会到火“腊”的幸福。

进了腊月门，也就开始有了年味儿。“小孩小孩你
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
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
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
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这首民
谣《腊月歌》“唱”足了腊月里的各种民俗大戏。

“过年，对中国人而言是隆重而不可轻怠的。人
们盼年、忙年、备年，感受着年的味道，期盼着亲人的
团圆和家庭的美满。”萧放说。

新华社石家庄12月22日电（记者 巩志宏）近
日，为期 4个多月的柏人城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
结束。考古人员共发现六层堆积，厚度为 2.7米至 3
米。发掘区内遗存所处的年代以两汉时期为主，发现
夯土、灰坑、房址、水井、墓葬等各类遗迹 240多个，出
土各类遗物残片逾 3万件，为研究柏人城遗址历史兴
衰提供了新线索。

柏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是我国保
存较好的古代大城池之一。在战国时期，柏人城在赵
国是仅次于邯郸赵王城的第二大城市。2016年和2018
年，文物部门曾对柏人城遗址进行过两次发掘。今年8
月中旬开始，由中国人民大学、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邢台市文物保护和研究中心及隆尧县文物保管所
组成的考古队对柏人城遗址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位置在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双碑乡亦
城村东南部，与2018年的发掘区相连接。中国人民大
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发掘项目负责人吕学明教授
说：“此次发现的文化层的年代跨度大体从西汉到东
汉，也发现了少量战国和唐代的遗物，为更深入、完善
地了解柏人城遗址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实证。”

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
的夯土，其总体形制呈“中”字形，主体部分为12×12米
的正方形，夯土厚达1.6米。吕学明说，这是此次发掘
区内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单体建筑，这么大规模的
夯土在柏人城遗址为首次发现。

这次考古发掘还发现一些带有戳印和刻画文字
的遗物，如带有“柏人”“柏人城”文字的陶片等，发现
了“五铢”“货泉”“大泉五十”等货币。以上文字和货
币的发现为开展年代学研究和分析柏人城遗址的历
史地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并结合文献史料，可知
两汉时期是柏人城的繁荣期。”吕学明说，此次考古发
现让人们观察到柏人城内历时性变迁和共时性生活场
景，以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再现了柏人城遗址的真实面
貌，对研究河北平原南部地区先秦至两汉时期的聚落
变化、生业状况、人类活动与历史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踏“进”腊月门
年味“飘”起来

河北柏人城遗址第三次考古
发掘结束 发现大量汉代遗存

12月21日，在北京时代美术馆，观众在《声·生》当
代艺术展中与艺术作品互动。

近日，《声·生》当代艺术展在北京时代美术馆开
展。本次展览共展出11位当代艺术家的14件艺术作
品，为观众呈现声音与当代艺术相结合的魅力。展览
将持续至2023年2月27日。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声·生》当代艺术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