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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光远楼，建于明洪武 7 年 (1374 年) ，现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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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冀鲁陈军区战友剧社文艺队全体同志

合影。右一为队长唐子良。



1948 .年 12 月，马旋深入淮海战役最前沿为战
士们演唱。左二为马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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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地区杂技团的创新节目《小小炊事员 )) . 

1988 年在全国"新苗杯"杂技比赛中.获银奖。并参

加了中国第二届艺术节和庆祝建国 40 周年文艺演

出，受到了江泽民 、 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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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蕾

聊城地区杂技团创新节目 ((梅花桩飞叉 )) . 在第

三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获银奖 ;在中国吴桥国际杂技

马戏艺术节中，获银狮奖。



1956 年呼盖斋在北京与齐白石合影。

李杰民于 1933 年在法国巴黎西撒佛朗克音乐学院留学

期间与洗星海等同学合影。右一为洗星海，右二为李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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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位景鲁西平原的聊城地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艺

术资摞丰厚d 颇有滋郁乡土气患和独特艺术特色的聊城古老

戏曲、戏楼和民间音乐、民部杂技，以及号称"中国四大藏书

楼"之一的聊城杨氏"海摞阁"等图博文化设施，旱己闻名于省

内外。在伟大的抗5战争、解鼓战争年代，这里又是冀鲁豫边

区提据地、解族区的重要区域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

命文化活动的开展蓬勃活跃，蕴藏着丰富珍贵的革命文化史

料.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对期以来，聊坡地区的文化事业

又有了较大发展.耳鼻拔地区文化方面的宝贵史实、资料，确有

必要进有搜集、整理，并汇集成厨.

1988 年 2 月，我伺曾编印过自聊城地区文先局史志办公

室提供的《聊城地区文化志资科汇编以第 12 辑)，该辑收 56

篇，计 25 万字.近年来，聊城地区文化局及该局史志办公室又

以改革开拓的精神继续发动群众，又征得并编辑了一批颇有

赞值的史鸦，故报再编部此辑。本辑分为革命战争年代的文艺

活动、文化协作与交流、文学、戏剧、音乐、群众文化、图书、文
物、人物、大事记等 15 个栏亩，收 56 霜，计 30 万字.国第 12

辑相比，此专辑有棋下几个鲜嘿的特点 z 一是史料中，苇命战

争年代韩城地军提革命文化活动的记载份量较大s二是增如

了反映改革开放年代当地文化工作的新面辑、薪收获的内容 z

三是聊城地区文化古老而昌盛，此辑收录了较多关于当地民

嗖 1 • 



间艺术和民倍方富的资辑。

在此专辑编印过程中，曾请《省志·文化志》编委李赵璧

等同志窜阅了部分稿件，特致甜忧.

.2. 

山东省《文化志》编辑室

199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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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抗战日报》

鲁西良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聊城《抗战 B报革的一段工作。那是

我离开大学校门，从事党的新闻工作的开端。在那里，我参加

了中国共产党.我接触到许多薪闻工作的前一辈，学到不少新

闻工作的宣传艺术，使我确定了终生献身党的新闻事业的方

向。更难忘的是，一些亲密战友在那里牺牲了.我们的友谊是

纯真的，我对他们的怀念更是深沉的.也许在人的一生中，最

喜和最悲的经历是最难忘的。因为在以后前岁另里，每逢有可

喜可悲的时候，记也就强迫我重温千百次。特别在十年浩劫

中，多少网爵晨昏，伴慰我挺强的，就是这些记记!现在我捏它

写出来，作为对故去的g事友的敬奠。

一、初到报社

1937 年 7 月初，我怀着参如拭目工作的决告，从北平回

到家乡，在馆陶县政￥"娃工作。日寇南进，国民党人员南边。我

和北平来的大学同学王乐亭、张书院、史韦同志自下，坚持到

需陶县各区政府驻地组织游击队。 10 J.J初，我和馆晦县五区

区队长，拉起五百多人的队伍，因没解决结养闰题，不久队伍

黯散。 10 是中笛，我投靠西区同学王正久部，因意见不一致，

被扣作"肉票飞后被沈兰斋救出，并经他转分绍至六区吴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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