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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u 言

山东地处我国黄河下游东部沿海地区，是古代文明发祥

地之一。历史上山东人民在经济、文化上均有着光辉的创

造。新中国建立后，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

认真贯彻执行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百花齐

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文化艺术建设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

荣的局面。

编寨方志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文化建设，是为党的十二大

提出的总目标服务的，是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

历代编史修志，都要以资料为要，不惜时间和精力，占

有充分的资料。资料是编写方志的基础。资料的搜集、鉴别

和整理工作，是编志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文化艺术志》是

《山东省志》的一部分。为了编好我们所承担的有关篇目，

我们拟将采集到的资料，加以精选，编印《文化艺术志资料

汇编》。

汇编的作用是直接为写志服务的。它可以将死资料变成

活资料，可以将少数人掌握的资料，变成大多数人掌握、鉴

别的资料，可以匡谬订误、钩沉辑快，可以完善篇目，摸索

编写志书的经验。

《文化艺术志》在时间上跨度较大，上自 1840年(有的

篇章可尽量上溯) ，下至1984年，在地域上也很辽阔，就其

文化渊源和相互影响来说，除山东省外，旁及数个邻省。经



过各方面的努力，如果能编印出一套系统的、翔实的文化艺

术资料，用之于当代，传之于后世，这无疑是一项极有意义

的工作。

本汇编采用"综合汇辑，门类杂陈"的方法，广征博

采，兼收并蓄。凡《文化艺术志》所含篇目的有关资料，均

设专栏，逐辑编印。

我们衷心欢迎我省和在我省工作过的老前辈、老领导、

老干部、老艺人以及广大文化干部、职工，所有关心文化事

业的同志们、朋友们，积极撰稿，将你们亲身经历、亲自调

查、耳闻目睹的文化艺术活动写下来，或将你们亲朋好友的

文化遗照、遗稿、遗信、遗物寄给我们。

所有来稿，统经史志办公室编辑，邀请专家、内行审

定，认为有参考价值的，即可编入本汇编或妥为积存，并给

予薄酬。

本汇编的各辑，就是本着以上精神编印的，望各方面多

予批评、指导、关照。

1984年12月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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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节手f-1参军戏

隐钝

在i历年在农村还是比臼fJj年热 i诵。抗日军政机关过阳历

年农民没有什么表示。在山东各地过白历年家家户户都吃饺

子，可能整个黄河流域都是如此。过年吃不上饺子，这是穷

到一无所有，又一无亲，二元故，才会有那种事。无论生活怎

样目段， 44过年吃不上饺子"，亲戚邻恶也会给想法。我们

拭目最据地里，不允许有一个人吃不上没子。在春节举行拥

军垃属，拉属 ~~J主要过一个好年。

在秋收以后，开展冬学的这一段时间里， );先酝酿着动员

青年参军，即使在黯成熟 I. 往往是过了新年才走。万象更

薪，种地的农民. tIì苦今年种什么庄稼，参军的青年，就在

这个当口，辞到了亲人，参加到人民子弟兵八路军里去。

敌人也知道春节到来，提摆地里的党政军FÇ要改善生活

一←一应该-J二，也要动员参字。敌人就在这个时期，培根据

地，来一次舔袭式的、小规模的"扫荡P 的准备。记得有一

年春节，我们正在有雨剥离准备包饺于，紧急需报传来，敌

人离我1fJ驻地三十里，马上行军反"扫荡90

过年吃的东西怎么办理?只好向群众请教。他们真有办·



法z 白面黑原袋子安起来，用宇 :1'1: 于各好埋藏了 p 大!当二二才

从边窑子里扒出来?;民主进去 p 猪肉放在号子里，要更好地

埋藏p 豆弱怎么办?泣;有珞子装，主手道主jpjL去牙穆，也古办

;22→一把窑子挖好，底 F铺上草木灰，安豆f离 ?JijJ二不安2:;11

土，沾不上沙土，只沾上草木灰，吃的时候扒出来，把灰洁

净，表面一层是灰色的，里边依然是白的。埋豆腐的人开玩

笑说z a你们吃过白色的豆腐，可没吃过灰色的豆腐。"

敌人趁春节的"扫荡

好东E西!j，他们回去享受，当然不会让也得势。把吃的东西埋

藏好，机关转移了，战斗，班和村的民兵的冷栓盟、地雷望就泣

声j两边的出头上去监视敌人，掩护群众。敌人在天明以后才

来到、在到处村子里已经尝到地雷的滋味。猪离没有抢到，

死尸均有商抬。到了这地区，试试探探地不敢下路，又不敢

上出顶，上l.ù1员目标明确，便于民兵射击。敌人只好选择J11

半坡的小路走，很快就过去了。过午大家都回来，扒出埋藏

的东西，一齐动手，这个年节不是早上吃饺子，是晚上吃饺

子，也算别致。

更那致却是《大众日报》编辑部的同志们吃饺子。(这

报是因开殷三R 出一张〉。也11'1下完了不拖期的誓言p 铅印

不成，出石印的p 石印不成出油印的。发仔的两断了，就用

送情报的方式，这村传那持F 那个村留下了，再传下一村，

一直传到一张报也不剩。可期以为这是一张报纸不关要紧，

这是战斗的旗帜。接到摄的拉司机，关和群众，打开报纸就细

道我军正在打击敌人，群众正在斗争，鼓午了士气，传递了

消息。这次春节反"扫荡"，正是出刊的 E于。在敌人活功

范嚣内部属厂，印副主It已经埋藏了。编辑部的同志们，不仅

2 



背着稿子，还背起了钢笔、脑结和油印机。他们转移到一个

村子以后住上房子就开始工作。 村长问他们怎么过年，他们

说{(今天出报，顾不得过年。" 编稿的编稿，刻腊版的刻，

nj't版 ， 词油墨的调油墨， 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连饭都顾不上

吃，还考虑、怎样过年!

付干部把这种事情看在眼里，动在心头，或开了个会讨

论 "报社的同志吃不上注子怎么办? "有人提议把报社的

同志请到家里去吃，这办法虽好，但是报社的同志争分夺

秒，那里有时间到群众家里去吃饺子。而且，他们是最能遵

守三大纪律的，怎能到群众家里去吃饭，就是交粮 票 也 不

轩G 在和日本侵略者斗争了一年才吃上顿饺子，有限的一点

点白白， 有限的一块猪肉，一家吃尚且不充足，分给报社的

人吃，这真是群众的一片心。料定报社的同志不会答应。讨

论 }!ìjY~后是， 决定象罚，二百家饭那样，全村一百多户人家，每家

拿出五个饺子 ， 就可以积成五、 六百个，很够报社的同志吃

一额的。 fftj击 ， 大家都赞成，交识字班执行。识字班长， 马

上集合全班，由村民交代捕了任务，班长把班员分成三人一

纪， 成了十几个结，分配好谁去那条巷，按照平常分头动员

全忖开会的办法，去攒饺子 。 每个组，带头的一个人到户里

讲活，一个人捧着盘子收饺子，一个人提着灯笼， 一齐出

动 c 得到一家就大娘:1:1市叫一卢，说明来攒饺子给报社同志

吃的主义 。 群众一听， 二话不说， 就把 自 己包好的饺子往盘

里倒。一家那只五个?十个、八个， 有的拿出十几个。不过

一个钟头的时间，老村长两袋丧没吸完，识字班员陆续回来

了。本来计划是五、 六百个，结果是攒了一千多个。村干部

捧着饺子到报社同志的住房，同志们还正在工作呢。 村长就

3 



注"同志{门为了出 2白的报，饭跟不JJLlb 过年也不;二饺

子，大家很不过意。我们提议每家出五个坟子， 12!王岂不 3

5向各家的生活，我妇吃组了以后，再浪费十个八个塞进;!士子

里去，也是常有的事。今天攘出五个来给咱报社向志吃i.l二是

札该的。可是大家很不过意不是五个是每家十来个，您看看

这些。好摄社的同志楞了，她11'1只希望工作完了，吃干粮袋里

炒西就行了。那里想到吃上饺子。每个人都惑动得说不出话

来。默默地从村干部手里接过饺子来，泪水不知不觉边滴在

饺子上面。

敌人捡年的"扫荡"很快就过去了，报社i司志的饺子三

天没有吃完。

春节过后，春耕春种就要开始，节前动员成熟的，新战

士，就要辞别了家乡和亲人去参加八路军了。正月十五这个

元宵节，玫名为"参军节月。就在这 A天送参军的青年入

缸。

节前一个丹就布置了参军工作，并且要出东省文化讲会

所属的文化工作园，编演一个动员参军的戏，到参军节上演

出。接受这今创作任务，他们就马上紧张地工作起来。

全县转村动员参军，市且村与村、区与区提起动员参军

在赛，比赛谁的村里参军工作做得好，参军的多。文工团创

作的自志，从茧南县委参军办公室弄到了很多参军材料。但

是要捏既有的材料总合起来写个戏，时间来不及了，县委的

罚志提供了刘家扇出的一个动员参军的故事。

刘家扇山距十字路镇约有十华里，因为有一座小山，理

象扉子，再加村里的住户多姓刻，捏成了拧名。还有戴东、

孙家启山等。对家扁山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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