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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6月19日
双色球游戏

第2022069期

热烈祝贺
志丹县彩民

喜中双色球一等奖

5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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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延安前

伊明 1913年 6月出生在江苏省苏
州市，家境贫困。在中学时因参加学生
运动被开除。1931年参加中共苏州市
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共南
京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1935年，他
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做旁听生，并开始
写影评、剧评。1936年，他进入上海明
星影片公司任影评员，曾在影片《十字街
头》中饰演失业大学生小徐一角，与赵丹
等明星联合演出。1937年抗战爆发后，
参加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三队。1938年
随演剧队到武汉，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
参加编辑电影刊物《抗战电影》。

延安时期

1938年秋，伊明赴延安，在陕北公

学高级班研究班学习。毕业后，在八路
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军政杂志、解放日报
社任编辑、记者，又任中华全国文艺界
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驻会作家。1942年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他是中央研究
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

伊明曾参加延安摄影场筹建工作。
抗战胜利后，电影团人员和器材都

被派到东北新解放区开展工作，伊明参
加留守工作。伊明与陈波儿合作创作
了艺术性记录片电影剧本《边区劳动英
雄》（未完成）。由伊明执笔起草，后请
徐特立等提意见。1946年春，伊明参
与筹建延安电影制片厂，同年夏，伊明
与陈波儿、程默、周从初到大后方，在周
恩来的关怀下，在重庆和上海购买电影
器材，后陈波儿和周从初被派去参加东
北电影制片厂的建厂，伊明和程默从上

海带着电影器材回到延安。延安电影
制片厂于1946年8月成立，中共中央西
北局派陈永清任厂长，由陈永清、伊明、
钟敬之组成领导小组，重新配备全部人
员，组成新的电影团队。延安电影制片
厂董事会成员有习仲勋、陈伯达、安子
文、李伯钊、江青、鲁直等。

伊明主持了《边区劳动英雄》的剧
本修改和拍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西北
局直接领导了这部影片的摄制工作，导
演伊明，副导演翟强、冯白鲁，摄影程
默，美术设计兼制片钟敬之，场记高维
进。1946年9月中旬，借助西北局下拨
的1亿元边币的拍摄经费，影片正式开
拍。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重
点进攻，又因人物原型叛变，11月中
旬，西北局决定暂停《边区劳动英雄》拍
摄。虽然因条件所限未完成，但伊明在
这次导演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1947
年1月，伊明奉命与程默、凌子风、罗茅等
组成随军摄影小组分头出发，随359旅
部队到前线拍摄战斗和支前镜头。在数
月间，转战陕北的拍摄共积累14本影片
素材，这些素材记录了1947年3月19日
我军主动撤离延安到西北战场转入反攻
这一重要历史阶段，极其珍贵。

离开延安后

1947年 3月 6日，伊明奉命与凌子
风等4人摄影队成员离开延安，随部队
转战陕北甘泉、安塞、蟠龙等地战斗两
个月，并拍摄战况。5月，转移东北，他
们从安塞出发，经由吕梁、太行、太岳转
入冀南、渤海、胶东，从烟台过海到大
连，再假道北朝鲜，9月 11日抵达东北

解放区，历时 113天，他们到达位于合
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的东
北电影制片厂。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
后，伊明担任编导工作，编写了《电影编
导简报》一书。1949年，他编导完成了
自己第一部故事片《无形的战线》，这是
新中国第一部惊险反特影片。1950
年，他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作了《这
就是证据》等电影剧本。上世纪 60年
代初，他与柯灵合作改编了夏衍的话剧
剧本《心防》，完成了对老舍的话剧剧本
《全家福》的改编工作，编写了纪录影片
剧本《铜墙铁壁》，后来又导演了《我们
是同志》和《买牛》两部舞台艺术短片。

伊明在“文革”中受到冲击。1980
年复出，次年他导演了影片《革命军中
的马前卒》，这是一部纪念辛亥革命志
士邹容的影片，上映后反响强烈。1981
年，他将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改编
成电影剧本，后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
银幕，成为新时期电影的经典之作。
1990年，他为纪念左翼电影运动 60周
年，编写了《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
选》一书，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贡
献。伊明还曾获中国影协首届年会荣
誉会员称号。

伊明于1995年2月在北京去世，享
年82岁。
（延安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慧琳）

人物介绍

伊明（1913—1995），原名伊任
之，笔名伊明、陈奕、弃扬、江布、阮
潜等，江苏苏州人，作家、电影编剧、
导演。作品有《边区劳动英雄》（未
完成），著有专著《电影编导简论》，
电影文学剧本《无形的战线》(编导)、

《革命军中马前卒》(编导)、《城南旧
事》（改编），编导艺术短片《我们是
同志》《卖牛》《天山上的红花》，选编

《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等。

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伊明

新华社美国费城6月17日电（记
者 潘丽君 张墨成）舞狮、京剧、古筝、
民族舞蹈……“中国日”活动17日亮相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花展，向当地民
众近距离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活动现场展示了来自杭州的丝绸、
刺绣以及扬州的漆器、剪纸等非遗手工
艺品，并设有《光影中国》摄影作品展，
不仅使美国民众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手
工艺之美，也帮助他们更直观地了解今

日中国的城市面貌。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和费城市

长詹姆斯·肯尼出席当天活动并致辞。
“中国日”活动是今年费城花展“中

国文化节”的一大亮点。费城花展“中国

文化节”于6月11日至19日举行，由费城
美中商旅总会主办，宾州园艺协会协办，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支持。除“中国日”活
动外，“中国文化节”还推出中国书画、音
乐、太极、武术等展演展示活动。

巴黎七区，塞纳河左岸滨河路上，一幢普普通通的 17世纪建
筑立面钉有法国常见的历史建筑标志牌，上面简简单单刻着几行
字：“伏尔泰，1694年11月21日生于巴黎，1778年5月30日在这栋房
子里辞世”。

1778年2月，伏尔泰离开居住了20年的法国-瑞士边境小镇，在
这栋房子里度过了84载人生的最后几个月。

那时，这位经常通过赞美中国意象来批评欧洲现实的思想斗士，
已光荣加冕“法兰西思想之王”。他的哲学著作、小说、诗歌、戏剧和
无数针砭时弊的小册子、短文、书信，已如雨点般散布欧洲，慎思明辨
之士竞相传阅，击节叹服。

在这里，各界名流和巴黎民众纷纷前来致敬，而他一得空闲就埋
头写作。据史料记载，他是在三楼对着后院的一间书房伏案工作，书
桌上方挂着深为他景仰的中国思想家孔子的画像。

再往前 20多年，在撰写《哲学辞典》“论中国”条目的时候，伏尔
泰写道：“我认识一位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间悬挂了一幅孔子画像；
他在这幅画像下边题了四句诗：唯理才能益智能，但凭诚信照人心；
圣人言论非先觉，彼土人皆奉大成。”

因其对儒家思想的赞美，伏尔泰还获得了“欧洲的孔子”的雅号，
这位启蒙运动思想家有着对东方思想的凝望和探寻。

近两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伏尔泰的名字在法国常可见到。他度
过晚年的法瑞边境小镇现名“费内－伏尔泰”；许多城市拥有以“伏尔
泰”命名的大街、小巷和广场；伏尔泰言论常被政商文教人士援引，还
多次进入法国高考哲学作文命题。

在巴黎，纪念法兰西民族伟人的圣殿先贤祠地下墓室里，伏尔泰
棺椁前，一尊大理石雕像将这位文人、哲人和斗士的一生凝固成永
恒：昂首站立，凝视前方，右手握着鹅毛笔，左手拿着一卷纸，永远在
思考和书写。

参观者驻足瞻仰。一对来自法国北部工业区的夫妇与记者轻声
交谈，他们激赏伏尔泰发出的正义呼喊、写出的巧妙辛辣文字，也赞
叹他对中国文明的热爱、对人类文明理想的执着与捍卫。

中国，确实是伏尔泰的情结。他在《哲学辞典》中常常肯定中国
的长处。

以中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为灵感源泉创作《中国孤儿》时，他
颂扬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面对强暴和野蛮时坚强不屈的精神。

如今，“伏尔泰与中国”已是西方中国研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
课题之一。法国作家莱娅·贝西指出，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股中
国文化热，传教士刚从中国传回的孔子理论尤其具有吸引力。伏尔
泰正是超越现实框架，提出了一个更广泛、更包容的文明愿景。

“伏尔泰启发了西方人应该放眼别处，从而理解自身与他者的关
联。”贝西说，“交流互鉴，定能互益。通过置身于更广阔的文明视野，
理解、欣赏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伏尔泰做到了这一点。”

一位思想家面向东方的凝望
——探寻伏尔泰的中国情结

新华社记者 刘芳 严明

“中国日”活动亮相美国费城花展

延安彩民喜中
双色球一等奖1注551万元

6月19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2069期开
奖，当期全国一等奖开出 20注，单注奖金超 551万元。
其中，延安市志丹县 61060911号投注站摘得 1注一等
奖，这是该投注站今年开出的第二个大奖！

6月 20日上午，志丹县民政局局长曹林鹏、延安市
福彩中心工会主席张小媛一同为61060911号投注站颁
发省市两级奖励，并授予该站点“幸运投注站”奖牌。
曹林鹏和张小媛鼓励销售员抓住大奖宣传契机，再接
再厉，进一步做好福彩销售工作。

站点业主刘海龙表示，这是今年店里开出的第二
个大奖了，心里特别激动，在祝贺这位幸运彩民的同
时，自己也会一如既往地做好福利彩票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