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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首前行

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蒋东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温润美丽的成都，有处被一道红漆木门掩盖的院落，院

内假山、荷池、回廊、小径，处处雅致；铁松、古楠、桃花、玉兰，时时清新。历经

时代变迁、社会发展，院落已经变成了七层楼房，门牌也由布后街二号换成了红星路

二段八十五号。不变的是，从那时起到今天，这里一直都是四川省文联办公所在地，

一个被无数文艺家和文艺爱好者视为“文艺家之家”的地方。省文联在这里，描绘着

四川文联工作和文艺事业发展的蓝图，推动着各项工作的开展，践行着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神圣使命与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军管会先后召开文艺界座谈会，通过协商成立了省市文

学、戏剧、音乐、美术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和戏曲改进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川东、

川南、川西、川北和重庆、成都的文联筹委会。川西于一九五○年十月、重庆市于

一九五一年五月、川北区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分别召开了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

大会，成立了文联。

一九五二年九月，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区合并恢复四川省后，四川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委会也随之成立，拟以川西文联、川北文联等为基础，成立四

川省文联。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建，一九五三年一月，在成都市召开了四川省首届文学

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会上选举沙汀为主席，李

劼人、陈翔鹤、段可情、常苏民为副主席。同年成立了文学工作者协会、音乐工作者

协会、美术工作者协会和戏曲曲艺改进会。从那时起，省文联站在了四川文艺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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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中央，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文联人，接过文艺事业和文联工作的接力棒，与

时代相融合，不断发展前进。四川省文联所属的文艺家协会从建立之初的四个发展到

现在的十三个。文联的组织网络，从建立之初只有少数几个地市级文联和一个县级文

联，发展到现在市级文联全部建立、县级文联90%建立，并延伸到部分乡镇文联。企

业文联、公安文联、检察官文联、高校文联等行业（产业）文联也已经建立或正在筹

建之中，另外还有九十个社会团体挂靠省文联。日益壮大的四川省文联，在新的时代

里，为文艺事业繁荣与发展谱写着新的篇章。

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衡量一个时代的文

艺成就最主要的还是作品。多年来，省文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推

动四川文艺创作不懈努力。省文联先后创建了《草地》（现名《四川文学》）、《星

星》诗刊、《园林好》（现名《音乐世界》）、《文谭》（现名《当代文坛》）、

《戏剧与电影》（现名《优雅》）、《现代艺术》、《四川文艺》等一批报刊，建立

了“四川文艺网”等一批网站，开办了各级各类文艺培训班，组织了多样化的深入生

活的采风创作，举办了各类型的展览演出等，致力于发现人才、培育人才、创作作

品、打造精品，为四川文坛艺苑佳作频现、人才辈出做出了显著成绩。

而这样一个吸引、聚合、培育人才的“文艺家之家”，本身也是文艺家聚集的

地方。在这里，文艺的明星闪烁。沙汀、艾芜、叶石、常苏民、羊路由、袁柯、萧崇

素、李少言、牛文……这些在文学、戏剧、音乐、民间文艺、美术等领域出类拔萃的

文艺家，在国内乃至国际相关领域声名赫赫，他们都曾长期就职于四川省文联。正是

这些文艺大家精湛的艺术修为，高洁的人品情操，使这个“文艺家之家”更加的星光

熠熠、灿烂辉煌。

为全面展示曾在省文联工作过的文艺家们的成就，借此展望四川文艺繁荣美好

的未来，我们特编辑出版《重聚——四川省文联百家作品选》一书。本书收录了曾在

省文联工作过的近两百名文艺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创作年代跨越近一个世纪，门

类覆盖文学、戏剧、民间文艺、曲艺、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文艺评论、

杂技、电影、电视等。这些文艺家都曾拥有过文联人这一共同的身份。半个多世纪以

来，四川省文联经历了几代文联人的传承，在书中，几代文联人以作品的形式再度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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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重逢。这是一本厚重的书，它展示了一幅幅独特、神奇而绚丽的文学艺术风景，书

中的作品既有老一代文联人创作的不少已被奉为经典的作品，也有后代传承人创作的

扛鼎之作，这既是对一段时期四川文艺创作成果的回顾和总结，也是对文联人这一独

特群体文艺才华的展示和致敬。它不仅在一个方面代表了四川文联的历史，更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四川文艺的一段辉煌的历史。

从这些不同门类、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文艺家们对祖

国、对生活、对人民的真挚热爱和满腔热血。他们的作品立足生活，歌颂光明，传播

希望。文艺家们的创作不是源于书斋的想象，而是来自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他们不只

长期深入基层、采风创作，甚至与创作对象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从中观察、体验和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获得创作的灵感和源泉，获得真善美的体验和感受，从而用文

艺书写生活，歌颂理想，描绘未来。正如文学家艾芜所说的“人应像一条河一样 ，

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

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他们的作品贴近人民，反映现实，传播真情。文艺家们

旗帜鲜明地把人民作为创作的核心和灵魂，将创作的方向和重点指向人民，以充沛的

百姓情怀，真诚的创作态度，在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进行着文艺的创造。在他们的

作品中有对百姓生活的生动描绘，有对百姓喜怒哀乐的深刻解读，有对百姓创造力的

真切敬仰。美术家李少言曾深情地说：“也许我太爱自己的工作了，不觉得岁月的流

逝，转眼便进入了八十岁。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一个人不能为活着而活着。不论处

于什么位置，什么年龄，只要能为人民的事业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大家做一

点有益的事，不要问需付出几多辛苦、能获得几分回报、会引起什么议论、将招来多

少磨难，就会活得坦荡、充实、有精神、永远年轻。我追求这样的生活。”行走在岁

月的长河里，省文联的文艺家们用文艺的形式书写下了一部动人的历史，用作品构筑

起四川文艺的一道永恒的丰碑。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我们在这里看到更多的是文人相互间的肝胆相照、

真诚包容、惺惺相惜、爱才怜才。本书所收录的《 有文皆苦 无食不酸》一文中，沙

汀回顾了与艾老结交逾半个世纪的深厚情谊，他在文中痛苦地呼唤到“朋友，你怎么

忍心松开我们握了大半个世纪的手，先我而去呢！”。李友欣在《哭克芹》中对周克

芹这位比他小十余岁的朋友怜惜地说道：“机关的治理整顿，文学创作的组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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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作家》的编辑工作与改进，还要见缝插针地进行个人写作，你即使是一块铁也会磨

损的。”几代文联人在艺术上互相影响、承前启后，留下了无数动人佳话；在生活上

的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也流传下了不少感人故事。

今天，我们身处时代不断发展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在这个

世纪里，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的格局、改变着全世界人民的生

活，地球上的人类从来没有过这么紧密的交流和沟通、冲突和融合。在开放融合的背

景下，一地的繁荣发展，一地的百姓生活越来越多地与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此相

对应的，在文艺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也发生着深刻

变化。新的文艺组织、新的文艺群体大量涌现。四川文联工作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复杂

性、艰巨性也在增加。我们更应深深植根在四川文艺丰厚的沃土上，吸收四川文联工

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继承和发扬文联人这一神圣称呼所应有的使命与责任，向老一

辈文艺家学习，向生活实践学习，通过锻炼自身能力、提高艺术修养，力争成为文艺

工作的专家、内行，增强为文艺事业服务的本领，为促进四川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而

继续努力，奋勇前行，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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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七月剧社 叶  石　郭沫林  孔庆华

七月剧社，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八周年纪念日成立的，到

一九五二年七月结束时为止，经历了整整十三个年头。在这段岁月里，为了革命战争

的胜利，配合各个时期政治任务的宣传，七月剧社编演了大量的革命现代戏、新编历

史剧和有现实意义的晋剧传统戏，还创作了不少诗歌、图画、小说及舞蹈等作品。可

以说，七月剧社既是演剧队，又是政治工作队和战斗队，同时还是自己动手解决吃饭

穿衣保障公杂费用自给的生产队。七月剧社活动于晋、绥、陕、川、甘等省区，培育

的大量人才，被输送到全国各地的各条战线。

每当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来，一幕幕动人心魄的场面犹在眼前。有些同志在对敌

斗争中壮烈牺牲了，活下来的同志也有的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迫害，饮恨辞世。我

们在哀悼和缅怀战友的同时，有责任把这段光荣的历史，就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记录下

来，同时，希望老“七月”的同志们，各就所知加以充实和修正。

七月剧团成立的经过和首场演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晋西南区党委为了唤起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抗日自卫

战争，决定建立一支宣传队伍。张稼夫和朱希在从延安回晋西南的途中就商量好了，

回来后立即进行筹建。朱希在张稼夫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筹建工作。开始叫七月剧

团，也叫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宣传队。当时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是林枫，宣传部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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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曲艺·

张稼夫，组织部长是王达成，军事部长是黄骅，秘书长是秦穆伯。机关驻在隰县川口

镇郑家岭。领导同志对剧团的成立和培植非常重视。剧团需要的人才，立即从机关和

所属党政军范围选调。首任团长是赵仁，指导员是老安，行政干事是经过长征的青

年干部荆英，舞蹈教练是曾在苏区作过宣传员的女同志白洁。剧团团员孔庆华是从

一一五师陈士榘支队调来的，王宝善、孙成明、梁启明、李鑫胜、王忠锦是从区党委

机关抽调的，贾松茂、张加一、王充、张翔、张林远、李瑞林、胡中保、杨来等是从

晋西南各县县委调来的。他们多是抗战开始参加革命的“小鬼”，调令一到，背起背

包就走。三十余人的宣传队伍，在短短的几天内便组织起来了。

人调来了，尽管很不齐全，为了要在纪念“七七事变”抗战两周年大会上演出，

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活动。剧团自身的力量不够，由机关中懂得戏剧艺术的同志协助排

练和演出。朱希运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眉户形式，排出了第一个抗日内容的现代戏

《查路条》。秘书长秦穆伯打板，油印科长曹速打梆子，张继骞拉胡琴。白洁自编自

导排出了《生产舞》。机关给购置了一堂幕布和一些舞蹈服装。前幕是紫色的，上面

有四个醒目的大字——七月剧团。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那天，在隰县川口镇的大操场上，举行了党政军民纪念抗

战两周年大会。会场用剧团的幕布布置得庄严美观。会后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全团合

唱的抗日歌曲，第二个节目是《生产舞》，最后是《查路条》。由于有剧团的演出节

目，这次群众大会开得格外热烈。参加大会的机关、部队和群众不下六七千人。剧团

人员从布置会场到组织演出，情绪都是特别高昂。七月剧团这个名字，从此受到广大

抗日军民的赞扬。

后来，朱希在繁忙工作之余，又排出眉户形式的现代戏《站不稳》和《死里逃

生》，赵仁团长导演了话剧《边区自卫军》和《松花江》，张翔指挥全团合唱《黄河

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进一步充实了上演节目。每次演出所需的服装道具，

除自制一部分外，全是在哪里演出，便在哪里向群众借用。由于我们都是党的宣传

员，都能自觉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都愿意热情地帮助我们，真是军民鱼水

情。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甜滋滋的。

为了运用民间形式演好革命的现代戏，在稼夫同志的倡导下，成立了民间戏剧研

究会。会员先后发展到六七十人。对剧团上演的节目，经常开会座谈，因而起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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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作用。记得稼夫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运用民族形式进行宣传的重要意义。他指

出，晋西南地区生产和文化都很落后，我们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日本、除汉奸，

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宣传新文化，破除封建迷信和一切不利于抗日的旧习俗，必须

建立一个群众喜欢的剧团才行。因为写文章发传单，群众没文化看不懂；召开群众大

会口头宣传，群众往往听到鸣锣开会的声音，就都躲藏起来（因为旧政权抓兵要粮宣

传反共都是鸣锣开会的）。这就需要一个剧团，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编写群众

易于接受的抗日内容的戏，演给群众看。这种通俗易懂的新戏曲，群众既爱看，又乐

于传播。这样便可达到逐渐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目

的。这些重要意见，对于剧团后来的发展，起着很大指导作用。

剧团的成员，多是根据地基本群众的孩子，小学文化程度的居多。但他们在党的

抚育下，勤奋学习，刻苦排练，努力工作，提高很快。他们身背背包，手拿道具，排

成整齐的队伍，走遍了晋西南的大部分地区。每到一处，多是自搭舞台，唱抗日歌，

演抗日戏，跳抗日舞，提着石灰桶刷写抗日标语，走街串户宣传抗日道理。就在这样

艰苦的战斗生活中，“小鬼”们一个个都锻炼得勇敢坚强起来了。

七月剧团在“晋西事变”斗争中

一九三九年冬天，即剧团成立不到半年的时候，阎锡山配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

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晋西事变”。我晋西南根据地成了阎锡山和日军夹击的地

区。剧团为了适应战争需要，轻装参加战斗，把演出用的东西交给当地基本群众代为

贮藏。人员分别调到机关或分散隐蔽。郭沫林调机关管理科工作，孔庆华调机关锄奸

科工作，杨林、丁之、王充、卫朝兴、张翔、孙成明、王宝善、梁启明、李鑫胜等作

了随军战勤工作，张林远暂留晋西南打游击。贾松茂等“小鬼”分散隐蔽在基本群众

家里当了儿子，张加一等隐蔽在寺庙里当了和尚。

一九四○年一月，反顽战役胜利结束。晋西南区党委转移到晋西北，在临县县城

附近的湫水河畔召开了有八路军陈士榘支队、新军各部队和当地党政机关、人民群众

参加的祝捷大会。由七月剧团随军人员组织演出了眉户现代戏《站不稳》。会后，区

党委机关进驻到临县北川庙坪村。这里距一二○师司令部驻的窑头仅三里之遥。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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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曲艺·

赵仁团长调延安学习，留在晋西南

的同志们陆续回来。区党委宣传部

决定恢复剧团建制，任命刚由延安

来的原抗战剧团团长叶石为七月剧

团团长。指导员由杨林担任，丁

之、郭沫林分别担任正副戏剧指

导，荆英担任生活干事。党支书是

丁之，支委是荆英和孔庆华。

晋西南区党委转移到晋西北

后，和晋西北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南

区党委，对外番号叫统一部，书记

是林枫，宣传部长是张稼夫，宣传科长是褚风起。二月下旬，区党委机关离开庙坪转

移到兴县城西二十里的北坡，剧团驻在机关附近的石岭子。北坡东面二里路就是蔡家

崖，是一二○师的司令部，我们敬爱的贺老总、关政委就住在那里。

用晋剧形式排革命现代戏的成功尝试

为了与当地广大群众的传统欣赏习惯相适应，剧团演出的形式主要是山西中路梆

子。这对当时剧团演员来说，还是陌生的，只有郭沫林一人熟悉晋剧全套音乐。但这

个困难在革命的文艺战士面前，很快被克服了。晋剧形式排练的第一个现代戏是《张

凤娇》（又名《工人张好义》，是根据墨遗萍原作改编移植的）。戏里反映的是铁路

工人张好义兄妹和日军英勇机智斗争的故事（贾松茂饰张好义，孙成明、阎文耀饰张

凤娇、张翔饰蒋良英，郭军饰百能干，张加一饰光爱钞，叶云饰日军司令官）。开排

后，表演和舞台调度由丁之负责，其余音乐唱腔设计、演员分乱弹、文武场乐队教练

均由郭沫林负责。叶石除加工修改剧本外，还分很大精力给演员讲解剧本和辅导唱

腔。每天早晨由郭沫林带演员下河湾里喊嗓子教唱腔。整天业务活动除了排戏就是教

练乐队和唱腔。随着排练的进展加了带乐练唱。开始练唱由郭沫林拉胡胡，叶石弹三

弦，卫朝兴打木头，又搿调又合套。所以剧中有唱腔的演员，短短二十天的工夫，就

兴县高家村镇七月剧社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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