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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位于河南省南部的信阳地区，居鄂豫皖三省

交界处。南依大到山，北接黄准乎原，淮河横贯

穿境，可谓"南汲吴楚秀色，北撮中原灵气"

实为人杰地灵之区。这里古代文化历史悠久，现

代文化富有地方特色，在我省有 a歌舞之乡"的

美称。源远流长的 a豫南民歌"，既具有南方民

歌绍鼠婉约之意趣，又兼备北方民歌粗扩豪放之

风韵，融南北风格子一体，自成一格.以 a豫南

民歌"为龙头的信阳文化，是我省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本专辑，编入了信陌地区文化发展史上的部

分重要文献资料，是撰写《信陆地区文化志>> , 

研究豫南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e编写该资料专

辑，信~a地区文化志编辑室的同志付出了没辛的

劳动 e 编者

1988年 6 、 30 日



前

《河南省文化志资料选编》主要是为编写

《河南省文化志》初稿选集资料的;其次是把已

搜集到的部份不能入志的珍贵文化艺术资料集录一

成费留存后世;其三是交流编写经验。广泛的征

求各级文化艺术部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有

关专家学者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对《选编》资

斜的审问幸口补充。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我

们的祖先用劳动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丰富始烂的

文化艺术成果。由于旧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的局

限，艺人的社会地位低贱，生活贫苦，他们的精

湛艺术技能，只能靠口传身敦，很少有文字记载，

更没有人去给他们树碑立传。几年来，省文化志

编辑室的同志，查阅了我省各大图书馆的大量书



干慧、史志和档案馆的有关文献档案，又召集老艺

人、专家们、文艺工作者座谈，收集了不少资

料，其中一人一事有棋有据的系统资料不多， 但

编篡一部社会主义的文化志，需要有丰富翔实的

资料 o因此，衷心欢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布知情

者积极楼助提供资料并踊跃的撰稿。来稿请寄河

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室。

该《选编》的资料是作为征求意见刊印的，

请勿引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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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山青年学社

扬富元

"罗出青年学社"建于一九一九年七另( 1 )曹先由省三婷

〈信南师范前身〉囡罗山学生离炜〈馅华〉、陈强零〈锡鸿〉、

秦翠樵、冯之菇、冯之焕、蔡摹5长等发起。在开封读书的罗山学

生高钱也参如了。

创建时还向罗出县令王戴钢写了呈文，呈文中所述的宗旨

是 μ. •. ~..司结进步学生，励志学业，讲究卫生，招f言科学，解就

个性，传播民主……71 。王戳阔的提复是"其呈己悉，原禀

复。"于是，罗出青年社lW在东关霍尚公祸〈写在城郊艘管所〉成

立了。

青年学社有成员三十余人，除发起人之外，尚有姚辅民，李

搏安 f 文修人据日新、闰子白、刘仲孚、方舜若、郑薪民、李

钟才，方洪等〈范九〉、尚f中民、 i建锡英〈现在台湾〉刘寿悔。

尚正升、 5在麟阁、尚政〈悠如〉等。

学社领导机均是理事会。理事尚锦华，副理事李持才。 下

设三个部z 教育部长冯之焕，农工部长方洪等，经济部长尚仲

民。

学挂在每季寒署假办有学生补习班，社内有图书馆， 壳、有

"三日报月刊物，还有演出队，在学社创办的第一天，举行了典

礼仪式，标语满墙，鞭炮齐鸣，大门上是罗 111知骂人士扬禹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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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副对联s

霄春愿长留，将输入新潮，

灌尽腐霉脑海s

年华体错过，速增进学识，

放开在界段光F

学社五i泻大屋的墙壁上挂满了马克思，列宁，孙中山， 牛

顿、泰戈尔等名人像。还贴有"扛倒孔家店"、 "反对 18道德，

树立新风尚P 等标语，大门上的对联每年过节是要换的。就是这

年春节的对联是尚炜作的，其原文是 E

a是过年，且是荫年，望大家格外留心，当之五吁以?非

营私，更非结党，原我辈特别辛苦志，不仅如斯。野

青年学社图书馆，藏书数千册，各方面的书刊杂志都有，其

中著名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 ，有英文本也有中文本。有进步

的《新潮)) <<新青年)) ，也有胡适之的书。还有《梁任公文

集)) ，以及外国文化名人著作。他们曾经组织焚烧了孔夫子的

书。

"三日报"是学社编印的嗤-宣传品，主编自信华，八开版

面，每期四摄，有时油印，有时送黄静清的石印结石印，其内容

大都是宣传进步思想，有转载也有本地消息。报面灵活，内容丰

富，文章简炼。据当事者目'区，曾画一漫画，画面是一个官府当

差，强拉一个贫苦求民。注文是"走i 跟我进城去，不去就拿

钱"。揭露宫府敲诈农民的情况，因此"三日报"很受群众玫

迎。

青年学社的经费来摄，除学生交恙补习费外。主要靠渎击募

捐。几年中，他幻曾演出了"孔雀东南飞n 等许多进步戏。除卖

票外，向大绅士募捐。据当时经济负责人图'区，有一年最多募撂

了五百多块银元。

罗山县青年学社从一九一九年创办，到一九二六年结束，fJ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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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七年。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

党在罗山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在大贡献。它用革命思想宣传教育群

众，领导进步青年向 Jfl势力进枉了坚决的斗争。培养和锻炼了大

批革命干部。就在结束的一九二六年，他们还在域内组织了红抢

会准备边接北伐军， (后医北伐军在武汉停止北上未能参加) l'学

社" J 三十多个主要成员中，除小部分外，其余二十多个成员后

来都是中共党员，是大革命时期罗山党的重要领导人和群众领福，

都献身于革命事业。如曾任豫东南特委书记，罗山县委第一任书

记陈孤零烈士z 曾任驻马店办事处主任兼确山县委书记的尚f自华

黯士z 曾任罗山县特支负责人，、河南战地农民运动特派员胡 B 新

烈士，曾任罗山县委委员商难于大荒坡起义的尚悠如黯士F 曾任

罗出县委委员的李博安、蔡慕张等烈士。她们不屈服于敌人屠刀，

;中杀在革命战场，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注C 1 ):关于青年学社的成立时间，有回忆为1920年 7 月，有i己

为1921年 7 月的，本文按尚锻述记之。

亿罗山县爱国青年抗日宣传队

方育生

一九三七年，我在城黯小学校上学，那时校长李雨膏，教姆

雷效普，周信溪，邹贺捺等前辈，经常指导我课外黯读《家》、

《子夜》还膳送我好几本《十万个为什么>> ，这些书使我大开眼

界，开始接触很多知识。这年冬天，校长换了黄立勋，李雨雪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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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育局当督学。不久他就到汉口去找董必武同志去了.第二年

二月，我的商学方政(族叔) ，捏我带到吕家大院，叫我报上个

名字，我才知道李雨膏同志已经从汉口回来。董老叫他组织拭目

宣传队。宣传各鼓层人民团结拭目救亡。于是我便成为一名年纪

刚刚十二岁的小队员。这时我上的是一所从开封薛迁来罗的富陆

中学，我已经是一个初中生了。

宣传队在吕家大门楼门口。公开挂上"罗山县爱国青年挠自

宣传队纱的队牌。队员有三十多人，大都是城理小学和乡村师范

学校的师生，在地于党的领导干，课外、业余排练"文明戏"，

学唱抗日歌，办壁报，画漫画，抗日爱国热常高涨，宣传活动有

声有色极为活跃。

宣传队办了商览室，支起凡扇门板，摆出一些用红笔圈过的，

《中央日报》、《大公报》和自己油印的新闻摘要，供各阶层人

民阁渎。在四条街人多的地方，墙上混块黑极，定期抄写《薪闺

揭晓

贴墙报、漫画。其内容都是日寇侵略暴行和揭露汪精卫"曲线救

国押的汉奸言论。

除了湾地活动之外，宣传队缸还活动在街头巷尾， 宅院应

锚，科黑一切机会开展宣传。域内一些商号，粮行，饭店，原来

都贴着"莫法国事纱的禁条，宣传队员就在这些禁条下面引导人

们谈时事，议国事F 咒骂"飞将军" :X1J持不抵拭目寇， 望风而

逃，反菇被蒋介石嘉奖升官s 憎最大汉奸汪精卫卖国罪纭z 宣传

武汉〈当时未沦陷〉惨了汪精卫在孙中山铜像前的跪像。在一些

鳞街小巷，常常有一些荒游嬉戏的青少年掏雀蛋，煮辑鸽，玩再重

牌〈是一种m镜币投掷似博藉的潜戏〉、宣传队员在这种场合，

动也妇停下来，教他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B歌

曲，并给他的讲抗战必胜的道理。

宣持队还排练了《新小故牛)， (桃花酒》等节目，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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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出。在街头敲锣打鼓招来现众后，歌声顿起，唱完歌，要起刀

矛把式，就唱起扣人心弦，激发斗志的歌子军 6我的家在桂花江

上……"，雷效曾老g事和女同学扮演流亡至u关内的父女饵，唱得

催人泪下。当一个流氓汉奸扬起鞭子摇打他们时。在现众群中跃

出吕公器老师扮演的爱国青年高呼'$盘下你的鞭子!好这时围

蜒的人群愤声呼喊: "扛倒日本帝国主义"等E号，那动人的场

面，惊人的力量，激励着人民拭目爱国斗志.

宣传队有一次最大的活动。是当年秋天组织了乡师技部分师

生和城周小学高年学生。以秋季远足的名义搞了一次"飞行宣

传"。他们步行一百二十华里。到曾经是苏维埃区的大小鸡笼

山，沿途演戏唱歌。到达出区后，又一边演唱一边搜集民歌小

词，填锚拭目内容的新词。丰富了宣传队的节吕。一些流仔于民

商揭《五更鼓》、《刘海满》、《砍柴》、《卖布》等 i日漓，重

新赔予新的生命。如《五更鼓》的新词是 a "开口劝老乡，大家

想一想。团结抗日一齐来救亡，莫等鬼子到家乡，人民遭灾殃。

叫声农友们。快快上战场。有钱出钱有力击力量。日本鬼子必灭

亡，祖国富又强……"再如《刘海调》的新语是严春季里来百花

香，文u海咧、么事地?坚持抗战葫芦喂，打东洋畴那是的暖，哎

哎哟，打东洋呀~j海硕d" 。以下几段是: "夏季里来是伏天，反

对妥梅当汉奸，秋季里来秩风爽，散件棉衣送前方。冬季里来天

气寒，赶走鬼子保江山f调式富有情趣，节奏流畅，词意坚定，

群众很易接受。一年来，罗出县爱国青年拉吕宣传队，唤醒了沉

睡的山坡，反动提害怕了。他的先是宣扬"读书救国P ，出面干

涉宣传队的活动，不让宣传队到群众中去，随后反动县长梅治潮

又下令解散了宣传队。这时打入敌伪教育局内的地下党罗山县委

成员，为了贯彻董老关于进行抗吾宣传和组织抗吕工作的指示，

据理力争，于次年二是把这支宣传队改为抗日青年训练班为我觉

培现了一批革命骨干.从此，罗出的青年运动跨上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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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县境

内的文化艺术活动

子维附

1 、宣传队

一九二九年，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在箭河乡成立该区第一个宣

传队，妇箭河乡苏维埃政府领导，负责人石凤山。宣传队的主要

任务是宣传和发动群众，配合赤卫军，开辟革命提据埠。这支宣

传队活动在箭河、 5在店、郭家河和今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一带，

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并利用当地员间小漓，填写革命薪词到

主主演晤。革命民歌《穷人歌》、《穷人小调》等就是这个时期的

产物。

一九二八年春，鄂豫皖苏区各乡政府相继成立宣传队。箭1ûJ

乡苏维埃政府从群众中撞击10名出身贫苦，觉悟高，能演会唱的

妇女重建宣传5人，王理清任宣传队长，宣传工作仍由石凤山负

责。

各乡宣传队一部分跟随红军部队活动。如三打薪集时，宣传

队准每好传单、标语等宣传品跟在红军部队后面、一侯战斗结

束，立即选域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演出文艺节吕。

宣传队另一部分活动在苏区内，搞文艺宣传。红军每打一次

胜仗，宣传队立即编排文艺节目慰劳红军，激励群众。《一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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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域》、《萤麻起义歌) (潜击队到黄阪》等革命新民歌梧继产

生。

一九三零年四月，鄂予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成立.政府机梅

逐步完善，各乡宣传队妇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

一九三三年春，王捞声在高田锚召开箭南乡宣传队全体会

议，并作了重要进话，动员宣传队员一部分黯红军北上，一部分

←主要是女同志留下坚持活动。

2 、音乐队

一九二九年春，弱二店乡农会建立一支音乐队，共10人，全是

男同志。队长王道才。乐器有军鼓、小号、笛子、二胡等。音乐

队活动在擅捋岗、卡房、郭家洒一带，主要任务是为宣传队伴

奏，为群众演奏革命歌曲。鄂予皖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音乐队

专为会议服务。每次大会，第三项议程就是奏乐。乐曲为《国际

歌》。

3 、石印科

石6p科于一九二九年在'前河乡杨项成立，负责人芦裙桥，沈

国硕。石印科有房屋 2 撞，就器 2 部，工作人员 6 名，每人每月

黯ij薪 4 元，石印科的业务范围是印刷《红豆草报》、传单、捷报、

布告、纸币、宣传材料、革命歌曲选等。

鄂予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石印科由文化教育委员会

领导，负卖人王少华，工作人员增至12人。

一九三一年款，石印科迁新集re棚，科长崔兴远，人员增至

20余名。这时期，屈必列宁号"飞机经常飞往潢Jif 等撞撞传单、

捷报等宣传品。石印科工作量加大。一九三二年三月，皖西石正在

科迁至新集。这时共有机器 6 台， 50名工人，把槌有人满之患，故

迁至长谭溺下坪等地。

一九三二年九丹新集失守，石印科解散。

4 、群众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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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前期，在文化宣传上除宣传队，音乐队， 石印科

外，妇联会，青年园、乡农会等组织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

妇联会除做好据军支前工作外，还经常发动和组织革命妇女

上街演出文艺节吉。她们和i扉当地的各种民间艺术彭式如早船、

竹马、花撩等，边歌边舞，效果甚佳。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历史民

歌主要是妇联会组织妇女演唱的。《妇女爵五更》、《李玉莲远

大步》、《送部当红军》、《拥护红军歌》等。革命历史民歌的

产生和传播，妇联会起了重大的作用。

逢年过节或红军打了胜仗，青年团，乡农会，妇联会及宣传

队则一起排练革命文艺节吕欢度佳节，喜庆挂利。如一九二九年

农历八月卡房乡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军员狂欢三天，演出了大量

的文艺节吕。著名革命民歌勺L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工农民主政

府成立时刽作出来的。

5 、革命历史民歌

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民歌的曲调多采用当地流行的民间小

词，究其缘故，一是茵为这望民间小调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

础z 二是酒为这些民部小语简单朴实，容易掌握，填进薪词即可

演唱。歌词大多是描述贫苦农民的悲惨境遇，揭露封建社会的腐

朽没落，地主阶级的凶残暴虐，号召劳苦大众参加革命。如《穷

人歌》中有这样几段歌词 z

正月是新年，

穷人好可怜，衣衫破了无衣提s

富人穿得好，鱼肉吃不了，

珍肴美味白炭火垮@

二月是花朝，

军阀真霸道，压追穷人保护土豪，

组织清乡军，到赴提穷人，

Æ迫穷人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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