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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坛的百年人瑞——人民艺术家
秦怡9日驾鹤西去。在80余载艺术生涯
中，她活得美丽而优雅、坚毅而执着，如果
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她，那一定是火红色
——这是青春的色彩，是她最喜爱的颜色。

明星，在抗战烽火中诞生

1922年1月，秦怡出生于上海。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秦
怡在家门口目睹炮火纷飞、血肉模糊的场
面，她渴望救死扶伤，并很快行动起来，到
战地协助红十字会工作。

年少的记忆被鲜血染红。直至1938
年离家出走，小小年纪的秦怡不是被动接
受抗战烽火洗礼，而是迎难而上。她从上
海家中辗转到华南多地，后来抵达大后方
重庆，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在重庆，条件
异常艰苦，不时遭遇轰炸，她很快加入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工作中。

当时在大后方，她主要参与话剧演出，
偶尔参演电影，从不计较是主角还是配角，
即便跑龙套也不在乎，就这样练就了表演
基本功，与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并称抗战
时期重庆话剧界“四大名旦”。

“抗战胜利了，我们可以演话剧了，好
好去演了！抗战胜利了，我们可以去拍电
影了，我们之前根本没法好好拍电影……”
她曾向新华社记者回忆欢庆抗战胜利时的
情景。

勤奋，为新中国电影添彩

《铁道游击队》里“身手不凡”的芳林
嫂、《女篮五号》里饱受苦难却依旧坚强
的林洁、《青春之歌》里大义凛然的革命
者林红、《摩雅傣》中勇敢成长的少数民
族医生……

新中国成立后，秦怡主要活跃在银屏
上，先后拍摄了数十部影片及电视剧，塑造
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令人印象深
刻的有《农家乐》《铁道游击队》《女篮五号》

《青春之歌》《摩雅傣》《海外赤子》《上海屋檐下》等。
“1959年5月20日，我入了党。入党后接到的第一个角色正

是扮演一名视死如归的女共产党员——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林
红。”秦怡生前这样回忆。

秦怡曾细数自己出演的角色，有六七个是共产党员的形象。
“在电影《青春之歌》中，林红的戏尽管不多，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印象。其实，当年我接到角色的第一反应是，我怎么能演好铁窗
里的共产党人呢？”

后来，秦怡和整个剧组从表演、服装、灯光、摄影等多角度反
复琢磨，最终向林红这个角色一步步靠近。“一开拍，整个片场静
得不得了，我只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整个身心都融入了戏中。”

熟悉秦怡的人都说她特别勤奋，从来不以“明星”自居。片场
内外，她总在琢磨角色。当年她在《铁道游击队》中扮演芳林嫂时
反复练习“投掷手榴弹”的招式，九旬高龄拍摄《妖猫传》时仍不断
推敲老宫女的一颦一笑……

曾与秦怡合作过的一位青年演员感叹：“她往镜头前一坐便
是千言万语……”

丹心，咏唱永远青春之歌

秦怡辞世的消息传来，影坛痛惜，人们纷纷追忆。
“她胸襟宽广，关心着我们的成长和点滴进步，她希望中国的

电影事业走向世界……”八旬高龄的老演员牛犇忆及秦怡大姐，
有些哽咽。2018年5月，83岁的牛犇加入中国共产党，秦怡是入
党介绍人之一。

晚年的秦怡依然情系银幕，从未停下脚步。她说：“活到老，
学到老，学无止境。”她每天坚持读报、看书，抽空还动笔编写剧
本。90多岁的她坚持登上青藏高原，拍摄自编自演的电影《青海
湖畔》。与她配戏的演员佟瑞欣回忆，老人家一心想演戏，要演好
一个报效国家的气象科技工作者，她就是为电影而生的。

“我经历了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更加觉得幸福来之不易，更
加要不断学习，拍好电影就是为人民服务。”秦怡生前这样自励。

过去很长时间，让秦怡最放心不下的是一直患病的儿子金
捷。她在医院为儿子陪夜，不舍得自己加一个单人病房休息。上
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仲伦回忆，作为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她为
小家如此节俭操劳，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地震时，她却慷慨解囊，捐
款累计超过20万元，“她心里不仅装着电影、装着‘小家’，更装着
大家、装着人民。”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这
首歌曲，回响在60多年前秦怡出演的电影《青春之歌》中。又是
一个五月，又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时节，秦怡走向永恒——

她用生命与热爱，咏唱永远的“青春之歌”！

新华社曼谷 5月 12 日电
（记者林昊、宋宇）中国女队12
日在曼谷进行的羽毛球尤伯杯
四分之一决赛中以3:0战胜印
度尼西亚队，顺利进军四强。

首场女单，中国队由陈雨
菲对阵印尼选手戴维。陈雨
菲以7:0开局，尽管一度被对
手迫近比分，但陈雨菲很快做
出调整，以 21:12 取胜首局，
随后以21:11再赢一局，为中
国队顺利取得开门红。

陈雨菲认为赢得胜利最
重要的是速度和气势，参加团
体赛要有很强大的抗压能力，
并积极地调动自己。

第二场女双比赛，世界排
名第一的陈清晨/贾一凡迎战

库苏马/普拉蒂维组合。首局
中国组合长时间落后，但在局
末反超，以21:19获胜。次局
中国组合基本掌控了比赛，虽
然在比赛最后连续浪费几个
场点，但最终以21:16取胜。

贾一凡表示，比赛中受到
对手一定冲击，两人也感受到
一定压力，但在关键分处理以
及整个比赛过程中，最终还是
找到了对方的破绽，掌握了比
赛主动。

第三场比赛由何冰娇迎战
在前一天爆冷战胜世界第一山
口茜的普拉西斯塔。首局何冰
娇一直落后，虽然在局末一度
追平，但仍以19:21告负。次
局何冰娇以21:18取胜，第三

局乘胜追击以21:7轻松拿下，
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何冰娇说，能击败山口茜
意味着对手有一定实力，通过
直接交手也感觉到对方的打
球方式比实际年龄更为成熟，
但自己经验更加丰富，随着比
赛推进战术越来越清晰，体力
也占了一些优势。何冰娇认
为，之前比赛中遇到的一些困
难有助于自己更好地迎接后
面的比赛。

中国队半决赛的对手将
在东道主泰国队与印度队之
间产生。当日进行的另一场
四分之一决赛中，日本队同样
以3:0战胜中国台北队，进入
半决赛。

新华社北京 5 月 9 日电
2022 年是国际棋联“女子国
际象棋年”，作为此前正式启
动的“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
的一部分，中国国际象棋协会
组织开展“女子国际象棋公开
课堂”，通过搭建绿色便捷的

“云平台”，为国际象棋爱好
者提供有关国际象棋历史、规
则、训练方法等内容的课程。

本次公开课堂分“历史文
化”“教练知识”“裁判知识”
三个分项，包括“棋史百年”

“中国女队”“教练员基本素

养及能力”等课程。首节5月
10 日开讲，最后一节 7 月 19
日结束，共有 9 个授课日，每
晚 19:30 至 21:30 授课两个
小时。

本次课程讲师阵容包括
女子国际大师、国际级裁判梁
志华，国际象棋高级教练、女
子国际特级大师、天津市国际
象棋队主教练宁春红与南开
大学国际象棋队主教练、天津
国际象棋协会副会长、国际级
裁判朱家琪。授课平台为腾
讯会议、休闲体育台与中国国

际象棋协会微信公众号。
据介绍，本次公开课堂，

国际象棋爱好者、从业者均可
参与，特别鼓励棋童母亲及女
性国际象棋爱好者积极参
与。通过微信接龙小程序成
功提交信息的国际象棋爱好
者，均可获得国家体育总局群
体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
部颁发的电子版参赛证书和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颁发的电
子纪念证书，女性爱好者将获
得 2022 年国际棋联“女子国
际象棋年”特别版纪念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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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真
实、全面、及时反映当代中国
社会日新月异发展变化的普及
读物《中国国情读本（2022
版）》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面向全国发行。

该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年
鉴社编纂，共分六编：第一编

“图说中国”，精选由新华社记
者拍摄的精彩新闻图片，图文

结合，直观反映2021年中国概
貌；第二编“国情概略”，来源
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
皮书、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
公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年
鉴》相关内容；第三编“国情特
载”，记录2021年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取得的成就；第四编

“专题国情”，回顾中国脱贫攻
坚伟大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关注中国载人航天
事业；第五编“魅力国情”，跟
踪时事热点，从时政、经济、文
化、科技、民生和人物等方面，
生动叙说中国魅力；第六编

“年度大事”，全面盘点2021年
的中国社会。

《中国国情读本》自 2008
年策划出版以来，每年出版一
本，已连续出版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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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队3:0击败印尼队挺进尤伯杯四强

“女子国际象棋公开课堂”开讲

《中国国情读本（2022版）》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