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偿r

／二一

／j矗
，，—了1

。0“
≮≤。

，

塞～磐蠢

夕葱爹簿量蓼，一一，心



晋察冀
革命文化艺术人物

士
J曲

●晋察冀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协作组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察冀革命文化艺术人物志》

编辑人员名单

总顾问：周巍峙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永平石雅娟张非张和平

赵晋蓉赵景之傅林山

主编：王义华杨卫华(执行主编)

副主编：(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谷江雪吴智杰张文苑

编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一之王春平云雪岑孙艺

刘启泰陈杜之杨磊张月

张仲朋



I ， ，

} 一边区的文化(代序)

聂荣臻

‘

一 t

●，

。

。．～ 尽管战争空前激烈，物质条件极端贫乏，但f

是，由于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抗日和民主的新生

活，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

边区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首先是从学校教

育的恢复和改造开始的。．、

晋察冀区域内原来的教育工作，随着国民党军

队的溃逃而瓦解了。当边区社会秩序渐渐趋向稳定

的时候，边区政府立即指示，所有各地的小学限期‘

一律恢复上课。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修

缮校舍，编撰课本，培训师资，筹集教育经费。为

此，边区政府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教育行政系统，

各级都有专管教育的机构。他们对恢复学校工作抓

得很紧，到1938年，边区各村庄普遍建立了初级

小学。 ．，

‘

‘．

基于当时的需要和可能，每一个专区又创办了

一所中学。在中学之上，还有从延安过来的华北联

合大学和抗大二分校。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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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校长，抗大二分校由陈伯钧同志任校长。此外，边区自身还创

办了抗战建国学院，院长由宋劭文同志兼任，副院长是过去山西

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郭任之。华北联合大学、抗大-2分校和抗战

建国学院都培训了大批干部。据1939年的统计，边区已有3所

性质不同的大学，6所中学，小学在1万所以上，在校学生共计

40万人。这些学校大多是因陋就简建立起来的，行动比较灵活，

很能适应当时的游击战争环境。此外，边区还开展了夜校、识字
+

班、扫盲班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借以普遍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

新闻出版机构是边区文化战线一个很出色的工作部门。晋察

冀边区的《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救国报》和

<抗敢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在边区内外都是很有影响

的。这些报刊，逐步由油印、石印发展到铅印，印数也从初期的

几百、几千份发展到几万份。它们是边区舆论界的权威，同时也

是抗战新文化的传播者。这些报刊的共同特点是，紧密配合党的

中心工作，在内容和编排上讲究通俗、新颖、活泼，成为边区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方面最重要的宣传鼓动工

具。
“

，

为办好这些抗日报刊，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

环境中进行了大量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同志，就是其

中最杰出的一个。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

问，+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

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

邓拓同志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尽管敌人

搞“铁壁合围”，反复。清剿”，情况那么危急，斗争那么残酷，

但《晋察冀日报>从未停刊过。而且，他们还有一套传递报纸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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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办法，能在当时的条件下，保证日报及时地送到群众手

中。邓拓同志在抗战后期还编纂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

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想做出

了贡献。、．
‘

·，

边区的刊物杂志也是丰富多彩的。如理论刊物<新长城>，

群众团体主办的机关刊物<群众>，综合性的文化杂志《学习半

月刊>，在文学方面有<诗建设>、《山>、《鼓>、<文艺通讯>等

等。这些刊物，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反映晋察冀人民

的斗争生活，对敌伪的腐朽文化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

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有力的揭露，对根据地的巩固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在文化生活方面，最活跃的是戏剧工作和诗歌创作。．

。抗战爆发后，不少革命盼戏剧工作者到晋察冀边区。他们的

积极性很高，我们就依靠他们，一充分发挥戏剧形式的战斗作用。

当时，正规的职业剧团，边区就有十多个，如西北战地服务团、

抗敌剧社、联大文工团、群众剧社、抗大二分校文工团，冀中区．

的火线剧社和新世纪剧社，等等。各分区也都有一个精干的剧

团。我深知文化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抗

敌剧社成立的时候j人数很少，我对他们采取了大力支持的态

度。我对抗敌剧社的同志讲，，只要你们有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

即使人员再紧张，我也决不调你们的人。你们要把戏演好，最根

本的一条，就是深入群众，深入部队，深入生活。将来的伟大作

品，．将出现在前线，产生在炮楼旁边。如果没有生活的积累，没

有对生活的感觉，你们就不会取得明显的成绩，戏也演不好，’演

不像。剧社的同志革命热情很高，他们经常深入到部队和山村，

·3·



接触战士，接触农民，同游击队一起活动，他们演出的节目充满

了晋察冀的乡土气患和人民英勇斗争的真情实感。
、

．诗歌在晋察冀边区也是颇为活跃的。诗歌轻便灵活j容易为

群众接受和掌握。特别是歌咏活动，可以这样说，根据地不管男

女老少，不会唱歌的人很少。 ，’
一，

．

。至于美术工作，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醒目

的大幅抗战壁画。在村庄的墙壁上，贴的是手持钢枪、大刀的子

弟兵和民兵的英雄形象，很有战斗性。美术作品中，最受欢迎的

是《抗敌画报>(后改名为《晋察冀画报>)，既朴素，又美观，

办得很出色。在山沟沟里能够出版这样的画报，曾使许多外国朋

友深感惊讶。 一 ，

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汇集了众多的有志有为的文化战士，

尤其是平津地区来的大批优秀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民族革命战争

的前线，在民主革命的洪流中，经受了锻炼，受到了教育，拿起

枪杆打仗，拿起笔杆撰文，他们以自己的作品鼓舞群众，为国家

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为推倒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做

出了贡献。他们中有不少人把热血洒在战场上，永不磨灭地存在

于一个时代和人民的记忆之中。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坚决

地遵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将边区的文化工作推进到一个全

新的阶段，与人民群众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像晋察冀这样的根据

地，原来都是穷乡僻壤，广大农民群众与文化是无缘的。自从根

据地建立后，有了政治上进步这个前提，加上广大文化工作者的

n努力，就使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逐渐结

．合起来了。革命根据地当时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

·4· ．



化上也是最先进的地方。它有力地抵抗着敌伪的腐朽文化，也使

虐杀进步文化的国民党统治区相形见绌。

(节选自《聂荣臻回忆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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