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珂（1912－1985），福建泉州
人。导演、舞台美术专家、雕塑
家。延安鲁艺美术系教师，东北电
影制片厂艺委会主任、编导组组
长，北京电影制片厂艺委会主任。
导演作品有《光芒万丈》《游园惊
梦》《箭杆河边》等。

许 珂

综合
2022年7月9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程浩楠 视觉/杨红亚 组版/王娟 校对/肖怡甜

3
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到延安前

1948年导演了影片《光芒万丈》。
1949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北京电影制
片厂任导演，导演有《杜十娘》《游园惊
梦》《箭杆河边》等影片，翻译出版有《演
员的道德》。

许珂1912年2月28日出生于福建
泉州。1929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艺术教育系图工科学习，半年后因家境
困难辍学，开始学习雕塑，曾在《良友》
画报上发表作品，任江小鹣造像所雕塑
师，曾参加上海市中心的孙中山雕像，
武昌的孙中山、黄克强雕像雕塑、铸

造。1933年开始为戏剧演出做舞台美
术设计，并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4年为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歌
剧《扬子江暴风雨》、话剧《钦差大臣》和
《大雷雨》等剧目做舞台美术设计。同
年入联华影业公司，担任《神女》《浪淘
沙》《狼山喋血记》等 20余部影片的美
术设计。1937年到武汉中国电影制片
厂任美工师，在《热血忠魂》《八百壮士》
《保卫我们的土地》等片中担任美工。

1938 年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
《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热血忠
魂》的美术设计。

延安时期

1940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
美术系任雕塑教师和戏剧系舞台美术
教员，鲁艺美术工场研究员，并为鲁艺
实验剧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及苏联
话剧《前线》《带枪的人》等做舞台美术
设计。曾创作雕塑《边区自卫军》和《毛
主席像》。《毛主席像》于 1941年 1月在

“鲁艺美术工场首次展览会”上展出，是
最早创作的毛泽东塑像。同年 10月，
任实验剧团团务委员。曾任陕甘宁边
区美术家协会候补执委。1942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离开延安后

1945年抗战胜利后，许珂参加东北
干部团前往东北新解放区开展工作。
10月，延安电影团派出许珂和钱筱璋、
田方等人组成先遣小组，前往东北参加
接收伪“满映”，他们于1946年2月到达
抚顺，找到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4月，
中共中央东北局派许珂、田方等前往长
春，了解伪“满映”的情况，为接管这个
电影厂做准备。田方、许珂到长春后，
经赵东黎联系，与当地地下党一起，克
服了重重困难，建立“东北电影工作者
联盟”，5月间接管满洲映画协会，然后
将该厂大量设备设施运往黑龙江，许珂

护送第二批器材和全部人员到达哈尔
滨，又转鹤岗，参与创建东北电影制片
厂。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
在鹤岗宣告诞生，任艺委会主任、编导
组组长、导演、秘书组组长等职。参与
创作了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有声的完整
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故事片
《桥》，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
部翻译片《普通一兵》，第一部动画片
《瓮中捉鳖》，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

1947年，许珂编导纪录片《内蒙新
闻》，1949年导演影片《光芒万丈》等。
1951年调北京电影制片厂任艺委会委
员，导演室主任。1954年导演《无穷的
潜力》，1957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艺委
会主任，导演《杜十娘》。1958年导演
柳河新颂》，1959年到1960年间执导摄
制梅兰芳毕生最后一部电影《游园惊
梦》。周恩来指定许珂执导，崔嵬协
助。1962年导演故事片《箭杆河边》，
1964年导演短片《向高峰前进》，1965
年导演影片《敦煌壁画》。

此外，许珂曾翻译出版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的《演员的道德》。

“文革”曾遭受残酷迫害，1985年6
月6日病逝于北京。
（延安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慧琳）

“七一勋章”获得者，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表演、导演艺术家蓝天野6月8日在京
逝世，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话剧舞台，享
年95岁。

在北京人艺7月5日举办的“蓝天野
同志追思会”上，蓝天野的生前同事、亲友
对其一生的艺术成就进行了追思，这位话
剧泰斗在人生最后十一载中绽放的艺术
光华格外耀眼。

“他的一生就是一部艺术作品，尤其
晚年密集的创作，在我们面前树立了一个
非常精彩的榜样。”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
说。

耄耋之年再回舞台演反派

1992年7月16日晚，话剧《茶馆》首版
在首都剧场封箱演出，用蓝天野自己的话
说，他从此“就真的再和话剧没有丝毫瓜
葛了”。2011年6月23日晚，话剧《家》首
演，84岁的蓝天野却再次登上首都剧场舞
台。

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回忆，蓝
天野近 19年后的出山，源于一场“鸿门
宴”。当年春天，他和几位院领导在剧院
食堂宴请蓝天野、朱旭两家，说剧院准备
复排曹禺的话剧《家》。蓝天野起初以为

只是请老同志提提意见，不料张和平话锋
一转，希望蓝天野和朱旭各演一个角色。

已阔别舞台近 19年的蓝天野犹豫
了。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已越耄
耋之年演得动吗？记忆力早已衰退，记得
住词儿吗？”

“但最终天野老师还是毅然决然地参
加了演出。”张和平说，“这样的安排就是
传帮带，希望老艺术家帮助把经典剧目传
承下去，把剧院的风格和精神传承下去。”

按照常规思路，应是蓝天野演《家》中
的高老太爷、朱旭演冯乐山，但从没演过
反面角色的蓝天野，这次想突破自我，扮
演自私阴狠的冯乐山。他从人物逻辑出
发，不是简单地演“坏”，出场时反而着重
表现了人物“飘逸脱俗”的一面。

曾同台的青年演员韩清回忆，排练
中，蓝天野为人物设计了一个拐杖，演
出时，他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
手，“这一个动作，就把冯乐山的伪善淋
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认真琢磨角色，深入体会角色

就在复排《家》的同时，北京人艺也在
复排另一保留剧目：郭沫若的历史剧《蔡
文姬》，濮存昕扮演曹操，出场便是在灯下

读着蔡文姬新作的《胡笳十八拍》。
首演前的舞台合成时，他被偶然路

过的蓝天野堵住：“曹操是刚拿到《胡笳
十八拍》看，还是拿了好几天在朗诵？”
他回答：“应该是刚刚拿到。”蓝天野反
问：“那你说得有板有眼、拿腔拿调的？”
这让濮存昕恍然大悟：根据规定情境，
读诗应有陌生感，有琢磨、有停顿。

“天野老师说北京人艺的表演不应该
是虚假的表演、情绪化的表演。”濮存昕
说，“在剧院里，我们随时随地深受老艺术
家的熏陶、影响。”

《家》演出后第二年，蓝天野又在北京
人艺60周年院庆大戏《甲子园》中塑造了
饱含家国情怀的老建筑师黄仿吾，并担任
该剧艺术总监。

当年72岁的吕中与蓝天野在台上有
大量对手戏，她非常担心蓝天野在台上会
忘词，“但结果是，天野老师不但在排练当
中认认真真去琢磨角色，深入体会角色，
而且演出时也没有忘过一句诗，错过一句
词。”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吕中泣不成声。

“戏比天大”精神的生动诠释

《甲子园》演出的同时，蓝天野又开始
酝酿新作品。一次在蓬蒿剧场，他偶然遇

到北京人艺首任院长曹禺的女儿、剧作家
万方，请她为自己写一部“两个老人”的
戏，内容不限。万方本能地说两个人的戏
台词量太大，蓝天野笑而不语。

“这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渴望。天
野老师让我想起我爸，我就从回望的角
度，结合我个人的感受，写出了《忏悔》，后
来改为《冬之旅》。”万方回忆说，她写得很
顺利，蓝天野看过剧本也很满意。

张和平回忆，剧院经过研究，考虑到
蓝天野身体和年龄等各方面原因，不建议
他演出此剧，同时，列出蓝天野早年在剧
院导演过的10余部戏的戏单，请他任选一
部做导演作为补偿，他选了《吴王金戈越
王剑》。

“他自己很喜欢《忏悔》，希望拿到
外面去演，但又觉得对人艺不好，所以
心里很纠结，也很矛盾，为此给我写了
三封信。”张和平说，“一位德高望重的
老艺术家，对艺术如此认真，对剧院如
此尊重，这是我们应该发扬和传承的一
种精神。”

濮存昕说，北京人艺“戏比天大”精神
的本质，就是面对艺术时应当把它当作最
大的事，而蓝天野的艺术生命很好地诠释
了这种精神。

他用一生诠释“戏比天大”
——追思蓝天野
新华社记者 白瀛 杨淑君

新华社南京7月7日电（记者 蒋芳 邱冰清） 纪念“七
七事变”85周年之际，《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一书正
式出版，作为系统研究南京安全区的专著，很多珍贵史料是
首次公开。

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由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
究中心主任张连红主持，历时 20余年编辑、出版。该书不仅全
面梳理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组织机构的运行和功能演变，
揭露了安全区内令人震惊的日军暴行，还对南京大屠杀期间南
京难民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节呈现。

南京大屠杀期间，曾有25万多名难民涌入约3.86平方公里
的南京安全区。课题组围绕难民的组成、难民的生活和难民的
社会心理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了收集更多一手资料，研究
人员数次前往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地。

“走访约翰·拉贝曾任职的德国企业后，德方给我寄来了一
份拉贝在南京小粉桥难民所登记的难民信息表，里面包含了
600多名难民的年龄、性别、职业以及他们的签名，对研究难民
构成情况意义重大。”张连红说。

值得关注的是，该书还大篇幅展示了安全区内中国人的互
助。史料记载，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的中国职员阵容十分
庞大。《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一书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
共有1500多名中国人直接参与该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他们主要
来自与西方人士关系密切的知识阶层，包括安全区的中层管理
人员、安全区的基层服务人员等。但遗憾的是，目前能够讲出名
字、了解主要活动的只有不足100人。

“通过南京安全区的研究，我们既要讴歌人道主义精神，
也要深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用铁的证据批驳日本右翼人士
的荒谬言论，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世界永久和平。”
张连红说。

1937年 11月，南京沦陷前夕，来自美国、德国等国的 20多
位外籍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和中方管理人员
一道，设立了 25个难民收容所，在此后南京的至暗时刻收容保
护了25万多名中国难民。

系统研究南京安全区专著出版

揭露日军侵华罪行

为推进我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提升创
建工作的辨识度、影响力，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现向社会
征集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宣传主题和宣传标识。

一、征集内容
1.延安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宣传主题。
2.延安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宣传标识。
二、征集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7月25日截止。
三、征集范围
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任何个人和组织均可参加。
四、设计要求
1.宣传主题：要求结合延安特色，用一句话体现创建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意义、内涵；文字表达简洁、凝练，便
于记忆，富有创意，易于传播。

2.宣传标识：要求设计主题鲜明，构思新颖，图形简洁
凝练，彰显延安形象，易为社会接受和传播。作品分为两部
分内容：一是设计图稿。须提供 JPG图片格式，CMYK模
式、RGB模式各1份。分辨率不小于300像素/英寸，文件不
小于3M，并注明标准比例和标准色。二是对设计图稿的设
计思路、理念或内涵说明，不超过500字，Word格式。

五、奖励办法
1.宣传主题被采用的，奖励500元。
2.宣传标识被采用的，奖励2000元。
六、投稿方式
请将应征电子版作品（图片及相关文件）统一发送至征

集活动邮箱：yanancsxc@163.com；邮件主题须注明：“延安
国家食安城市创建宣传主题和宣传标识征集活动投稿+姓
名+联系电话”。

联 系 人：薛茜茜
联系方式：18829613287
七、法律声明
（一）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宣传主题和宣

传标识一经采用，知识产权归主办方所有。未经授权，创作
人不得在其他任何地方使用该作品。

（二）参选作品应为原创，此前未以任何形式发表，并不
得侵犯第三方的任何著作权、商标权、专有权利或其他权
利，不可一稿多投，否则任何相关的法律纠纷，其法律责任
由作者承担。

（三）创意雷同或相似作品，以投稿先后顺序为准。
（四）所有应征作品恕不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应征

作品在公开征集截止日期 3个月内没收到采用通知，作者
可自主处理作品。

（五）应征者自行负担与本次应征相关的设计费、方案
制作费等。

（六）本次征集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延安市创建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所有。
延安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7月9日

关于征集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宣传主题和宣传标识的公告

广大市民朋友：
延安架空线入地和剪线拨杆项目，提升改造城

市环境，我公司将于2022年7月15日至2022年8月
31日在永康路至常泰药业由西向东路段北侧分段开
挖施工，由此造成的出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延安市地下管网有限公司
2022年7月8日

公
告

延安市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高雨田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 2022年 7月 7日凌晨 3时 30
分在市人民医院辞世，享年72岁。

高雨田同志系陕西榆林人，1971年11月参加工
作，曾先后在南泥湾林场、延安市（现宝塔区）林科部、
延安市（现宝塔区）林业站、延安市（现宝塔区）园艺林
业站、延安市（现宝塔区）果树局、延安市（现宝塔区）
政府、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于2011年11月退休。

延安市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2年7月9日

讣

告

人物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