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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练基地才志的工作在全厘范围内普遍地开展起来。根

据中共吉市办[1986J9 号文件的指示精神，我们承担 J(( 吉林市文

化志》的编篡任务。

练基工作项利进行，搜集?大量资料。我的从中发现:第一，由

于 1日时代时文化，艺术活动极少直接见诸史册、提刊 z 解放后，又民

种种原罢，对资辛辛的搜集 v 整理、保管不够好，望而所获资特大量地

来自"口碑"和其他闰持何录，因而必绕在搞写之前对这些资料运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坊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精心选择，鉴别考证，以

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第二，由于资种繁多，志书不能

全部容纳，许多珍贵吟、有价值的资料必续另辟茵池，予以记载。为

此，十分必妥编基《奇特汇结》。

《吉林市文化艺术忐·资种汇魏》就是在主述恶也梧导下结摹

结合。它是直接为编基《吉林市文化艺术志))(幸列丛书，包括《吉林市

文化志抄服务号，二心?如叼有机组成部分，是信息，是佐证，是补

遗，是备考，是为 7 丈拌史翔实，志书凄量更高。

在吉林市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将结基若干期，陆续刊印，内

部黯阁，广泛枉求意见。提砖意在引玉，信息期其反馈。希望有志

于史志工作，关心文化艺术事业苟同志羔传越毅，提出宝贵意晃。

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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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辽(林)军区政治部怒吼

居IJ lil 均战斗历程

岳力葫

一九四五年"人一五"，全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

八年的洛蛊奋战，终于迎来了抗自战争的胜利台东北三千万同跑结

束了十四年的亡国奴生活，因茹了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担。然币，抗

哉期间蹲在歧嬉山上的蒋介石却不顾全国人民向往租子安宁生活

的强烈愿望，一噩玩弄和谈的阴谋， -00加紧进行全面内战的准

备，妄医篝夺全国人民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和果实。由此，党中央命

令大挝干部和部队自夜兼程奔赴东北，建立东北革命提据地，迎击

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进犯。

当时，吉林市和东北其他大中城市一样，虽然整个城市由苏联

红军卫戍司令部实行军事管制，但是，国黑党费出它控髓的各种理

棒，极力招兵买马，准备迎接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来接收政权。共

，产党由地下变成半公开状态，有计划的发展党的外国组织，以便唤

起民众参加革命。因而在吉林市成立了"吉林市新青年同盟"，并甜

设了补习班。

补习班设在现吉林市重庆路十一号新华书店门市部二楼。由

高狄〈现《人民吕报阵主社长〉担任班主任兼教ÿ罩。补习班的任务=主

要是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旦的是通过学习班进一步团结和吸收广

大爱国青年、仁人志士投身革命，迎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莉，建立

薪中国。

一九四五年十月，陕北南泥湾炮校一部分廊生，在校长朱瑞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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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率领下来到东北。其中一部分人到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镇〈吉

林军区所在地〉组建炮兵部队 c并准备在吉林市招考一批有一定文

化水平的进步青年参如煌园，以充实炮兵部队的知识力量。同年十

二月炮兵部队派任振亚同志来吉林市，IZJ，"青年恶吼黯园"的名义，

号召适龄知识青年参军。因而，高狄同志亲自在补习班进行动员，

并亲自我一些热爱文艺和擅民文艺工作的同学谈话，希望爱菌进

步青年和极报名，参加这个革命的团体。

在离我同志的动员下，当时有很多同学报了名。考试的形式，

搞了一次学友联欢会，每人唱一支歌。歌曲自选，有的唱《黄河之

恋》、《热血)>，有的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社会上报考的人，出任振亚自测，然后又进行口试。

经过二个月左右时间的工作，在国年十二月十五日，把"青年

怒吼黯园"的第一批报考人员确定下来，他们是:杨朴夫、杨少英、

张绍增、景尉、祖国藩、王一文斗、自玉昆、宋毅、王秩颖、李秋影、际彦

芳、西方润、刘亦 'L"、张建中，还有三位日本籍、原吉林女子居民高

等学校音乐教师小松光惠〈女〉和他的弟弟小松付洋甫以及师道大

学美术教授石 )11 x x 等共十七人。
这些人在任振亚的率领下，先集中在"秋星电影院"(理吉林市

红旗剧场，解放路 109 号〉黯壁的刘家大院(这是军区政治部在吉

林市的办事处〉宣布"青年恶吼黯园"正式或立。然后，在刘家大院

休息。十二月十九日上级振来马车，拉上每个人的简单行李出发

了。当时天报冷，大家顶风冒雪坐车来到永吉县岔路河镇，被安置

在南边沿街的几拣日本平房里安营扎寨。吉林省第一支专业文艺

工作回诞生了。名称为:吉林军区政治部怒吼自园。

一九四六年一丑二十三日，吉林军区政称吉辽军区，剧团又改

称吉辽军区政治部怒吼团团。

不久.剧团出岔路河的平房搬到岔路河道告会院内，正式任命

任摄亚为团长.副团长张建中(后因故离匪〉。几天后，军区给全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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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发棉军康、军被。从此，怒旺剧团受军区政治部直接领导，开始

逐步转入部队文艺工作围有组织有纪律的正常工作，过上供给制

生活。

当时，为增强领导力量、充实业务骨干，军区政治部研究决定

派需令部参谋高咛同志参加黯园的业务建设和队伍的组建工作也

因为，高叶同志曾于一九三九年在冀东贺龙师长率领的一二OJ部

独立游击第一大队宣传队任队长，之后又曾于独一族的战寻哥哥社

任音乐班班长兼捂挥，后来转入军事部队工作，辗转来到东北解放

区。

怒吼剧团成立如期，特任命高叶为团长(语任振亚同志回部

队) .又将随同高叶的拣枫(女，地方演员〉、曹洪均(地方演员〉一同

谓入团内。为了排戏的需要，在岔路河当地又吸收了徐珊、王秩萍

两位女国志，充实演员力量。

在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元旦即将来信之碍，全体

团员，在国国建章建制中，加强业务培训，并积极赶排薪节目。第」

台演出晚会的两个新节目都是自缩的。

Z虫幕话剧《血仇》和两场话副《教血男 JL>> o

《铁血男 JL>>故事攫概 z描写自伪统治时期汉奸、警察、地主欺

压在民，农民满理冤仇，奋起反抗，报仇雪慑。然后参加了抗日联

军，走上革命道路。

商场运团《铁血男JL>>

编剧 z高叶、曹洪钧

导演z高叶

剧中人

求民

妻

老太太

乞丐

扮演者

高叶

陈枫

张绍增(反串)

景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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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暮话剧

《血位》

戏的内容=亦是农民与汉好斗争的故事。

编剧.导演 z刘亦心

剧中人 扮演者

老农民 张绍增

青年农民 杨少英

特务 李秋影

群众 本自演员

这两出戏是一九四六年元旦在岔路?可"洛子园"军民联欢大会

上演出的。

当时为了纪戏演好，大家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演员们为了

解决真情实感问题，听了很多农民的血泪史报告。吕西，在排练中，

演员个个进入角色，戏排演的生动，感人。在服装上，为了形象逼

真，徐向农民借用外，演员们还亲手自做。当时，最因难的是位枚。

没有眉笔就用木炭黑，较有红色.就把过年贴的玲子纸攒下来沾点

水往撞上沫，底色黄土加凡士林池。灯光就用平时点的油士了。虽然

舞台综合艺术差，{旦因戏写得感人.演的逼真，还是收到很好的效

果。如《血仇》演到青年农民被特务一枪打中健在老农民怀里说:

"我的血不能自夜，老叔，一定给咱穷人报仇明 I "此时台下的观众

喊起:

散戏后，有假多农民、战士来到黯团驻地鼓励演员，班看自做

的服装和往撞上抹的"化妆品"。并说"舔们演的戏，就是真事儿，

戏里的词儿，就是俺的话。"

现众的热情租第一次演出收到的效果，更进一步激起自由全

{本h立员的{言，心。

剧团起到了对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教育作用.受到军区领

导的重视、关怀。为增加这支队伍的力量，决定扩充部园，再招收第



二挝团员。为此，振张建中、杨少英、宋毅三人再次回吉林市招收新

团员。

一九四六年一丹下旬，吉辽军区政治部怒吼岳母团，随省政府租

吉辽军区迂至吉林省磐石镇。剧团进磐石后，住在原日本的兴农合

作社这痊没有门程窗的房子里，大家就用棉被和草帘子墙上。晚

上，同志们踵在扉草垫起来的地铺上。吃饭安排在李向如家的饭店

里，起杂粮，大锅的菜汤。条件十分艰苦，大家从无怨言。

部臣在磐石主要是开展业务训练和重新排练节目，迎接一九

四六年中国人民传统的节目一一春节。

高叶团长深知办好割国责任重大。在军区政治部直接领导下

积摄努力，在思想上不断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组织大家学习了毛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队《薪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

作风上《整顿觉八股儿《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等文章，

开展端正"党风、文风、学风"的讨论，树立离主生活和批评与自我

批评的自我教育作风。在组织上，以地下党员陈棋、曹洪钧为骨干，

培养了一批党的积极份子并形成核心，使同志fíJ更加坚定革命信

心。在业务上，为迅速培养具有梧当业务水平的革命文艺战士，高

叶同志每天亲自给演员练声、讲乐理知识、持练大合唱、教唱革命

歌曲。当时具有很高音乐锋养和专业知识的日:籍小松光惠同志，担

任音乐教师。她为人和霆可亲，工作竞竞业业，银受大家的尊重。当

时，没有教材，她在夜里默默工作在油灯下，背写娃过去所学过、掌

握的世界名曲，用简谱记录下来。如《天长地久))(魂断兰桥λ《小夜

曲》、《梦幻由>)，舒柏特、肖邦、舒曼、柴科夫斯基、莫扎特等作曲家

的作品数拾首乐曲，供大家练功用。

高园民为了改善演员的生活，有时还拿出他在延安炮校搞生

产时的一点积蓄买早点=浆计、油条给大家吃。

一九四六年春节，在欢庆的锣鼓声中来到了。正另初一至韧

凹，蛋tl0l在磐石电影院连禁演出四场晚会。演出节目除商场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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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男JL>}还加上排练的合唱、独唱歌曲。观众有当地的群众、部

队的指战员，也有从远道特意赶来的农民老乡。当演到受尽欺压的

农民最后投奔抗日联军，参加了抗联，走上革命道路，戏己结束了，

台下的观众还不愿离去。部队的战士现后，回到部队自动组织座

谈。连队领导说 z国一场戏真比上几次阶级教育课还深刻，教育作用

真大呀。"当剧团的团员看到听到这些事例，都感受费吉己工作的

光荣和自豪。

春节到来之际，部队和老乡们给副团送来了大红枣、花生、虱

子、糖等慰问品。演员吃到这些食品，甜在理里，暖在心上。虽然演

员们有的是出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有的是放弃新婚蜜月，有的是

抛开久病的母亲，有的是不辞而黠离乡参加了革命。可是，这第一

个春节是在革命的大家庭里过的，大家受重自了革命队臣和更多辛

人给予的温馨和愉快。谁都没想家。

一九四六年二月末，在桦甸县靠山屯一带，有一般 st奇残留的

余罩，组织了"还乡团"进行反把但i算，闰得老百姓不得安生。军区

得知后，为消灭这股反动势力，特振东北民主耳其军某部，一举全歼

余噩。因磐石后便召开"提捷大会"。会后出军区怒吼黠团演出。

演出的节昌都是阶级教育方菌的内容，起到了"团结人民，教

育人昆"的作用，因丽在磐石周围迅速掀起了积极参军，保卫抗战

胜利果实的熬潮。使许多青年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春节过后，从吉林市来了第二批同志，有刘擎天、牧克〈殷义

廉〉、刘哲乡、李哲华(女〉、葫萍〈女〉、能翠荣〈捂萍的妹妹)、徐 xx

(胡萍的丈夫〉、赵仲、关国瑞、李古哲等。

不久，黠茵茵原日本兴农合作社的地址，搬到天主教会楼上

(现磐石县十字格口"醉他楼拧旁边的楼上)，剧团的住宿条件有了

改善，更进一步加强了剧团的业务督11练和政治理论学习。

一九四六年三月，黯着革命摄据地和解放区迅速发展的需要，

由延安"鲁艺"、 u青艺"艺术家、文艺工作者组成东北文艺工作团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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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东北解放区。其中的任虹、李芝华率领的东北文艺工作二团，经

海龙转至磐石。由于他们的到来，为东北文艺工作的发展，进一步

加强对怒吼剧团演员的培养提高，创造了有力条件。根据发展和需

要，上级决定，将吉辽军区政治部怒吼届国合并到东北文艺工作二

臣，隶属东立局宣传部直接领导。

吉林军区政治部怒吼剧团，由招生开始，至合并成东北文艺工

作二园，虽然只数月之久，却在革命文艺史上留于光辉的一页旷现

在，很多同志己年逾花甲，或己离职或退居二线。有的成为我省的

艺术专家、文艺骨干。有的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但他(她〉们的事迹

却永远留在吉林人民的脑海里。青年怒吼剧团〈捂生时的称呼〉是

在拉吕战争症和j后，党领导下的吉林省第一支专业文艺工作园。她

在第三次匿内解放战争期间，辗转黑龙江、吉林商省，给人民群众

留下了美好的回缸。她的业迹将在吉林省文艺史上永存。

- ~号 9鲁 9号

为采访、搜集、整理上述史料，曾多次走访原吉林军区政治部怒吼剧团〈后改称吉

辽军区怒吼剧团〉现工作在吉林市的张绍增、祖囡潘、王文斗、仇玉和，并拜访了长春的

高叶、杨村夫、刘哲乡、刘擎天、景毅等文艺界的老前辈，专家，他们对收集资料、修写志

书，给予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并望予以指正，诸如情者予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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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北文艺工作二团在磐石镇

吉林市活动的r回顾

岳力明

.一九四六年三月，为了保卫抗 B 战争前胜科威果，夺取全国的

街珉解放，党中央决定建立东北解放远。为了开辟这块新解放区，

陆续从全国各根据地、解放区抽i瞎了大批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组成

各种文艺团体和工作队直奔东北。自延安"鲁艺"、"青艺"的艺术

家飞文艺工作者组成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居民

党员动振的层层堵截，日夜兼程，赶赴斗争的第一线。其中东立文

艺工作→团赴大连。东北文艺工作二园，经海龙转至吉林省磐石镇

〈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吉辽军区所在地〉。

这些老艺术家、艺术骨干在任虹、李芝华民志的率领下，以文

艺为武器，来新解放区，发动和组织群众为建立新解放区的黑主政

权、促进解放战争的进程，充分发挥了其战斗作用，受到了吉林省

委、省政府、吉辽军区党政军领导的重视有关怀。当时的吉辽军区

政治部怒吼岳飞J Iæ罔IJ刚建立三个月，年轻的剧团需要如强培养，迅速

提高艺术素质，以适应解故战争工作的需要，西此经东北局宣传部

同意.将怒吼黯回合并到东北文艺工作二园。

原东北文艺工作二固有三十多人。团长:任虹，副团长=李芝

华。因员有=自兰、吕朋、阿依、罗伯忠、邓止艳、沈贤、因敏、王家乙、

肖乾、吴峰、王明、金野、杨功、鲍占元、曹倡酸、罗 x x (外号罗汉〉、
朱满、文风、罗正、曲宏达、李德明、黛塞声、罗丽蘸、陈峰、陈xx

(出东女孩子〉、王 X X(山东女孩子〉等。

原怒吼剧团以高叶团长为首，也是三十余人。

合并的东北文艺工作二园，隶属东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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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 z任虹，副团长=李芝华、高叶。仔政秘书 :m兰。

下设演员队、乐5人、创作殷、业务殷、总务段。

演员队长 z邓子恰、创作股长到傲。出吉辽军区政治部谓来的

赵湛〈女〉任创作殷副股长。

由于二园的到来，为东北文艺工作揭发展特别对年轻的怒眼

剧团思想、业务的提高创造了有力条件，为培养我省曲艺术人材于了

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曾有人这样说"东北文艺工作二国的艺术

家，他〈她〉的艺术造诣深，患翠觉悟高，是‘骨头气怒吼剧团的青年 6

缸，热情高，进取心强，商业务能力弱，他(她〉们是‘肉'。将两个匪

合并在一起，这将是雄鹰展题，腾空飞翔。"

一九四六年三丹合并后，排演一台新晚会节目。其中有李芝华

编醋、吕朋导演的三幕活费tl<<血债》。

《血债》真实地反映了东北人民在日本铁琦揉躏下的血泪史布

民族假。

另一个是《搜食>>.歌领拭战时期，人离群众抗智、勇敢坚壁清

野，不让敌人得到一粒穰食的故事。

还排演了秧歌剧《军爱昆、民拥军》由罗{自忠、朱浦、邓止怡演

出〈这个节目，后来成为吉林军区文工园，吉林省文工匪的保留剧

目〉。秧歌剧《王木匠进城>>.自邓止锚，李德萌演出。合唱歌曲有:

《胜利花鼓》、苦保卫黄河》、《黄水i毒队《庆祝胜利》等。这些节吕在磐

石上演后，受到广大人民群众、部队指战员和青年学生的热烈攻

迎，演出共达十余场。这时的东北二园从组织、排练到对外演出都具

有相当水平。演出质量提高，园内更如团结。老同志，琅苦朴素的

作风，刻苦专研业务的精神和任劳任怨的态度，深深的教育了新同

志:青年人好学上进，虚心求教，尊重老同志，国丽，两股力量很快

嬉为一体，大家干的热火朝天。群众颂葫说 z"唔们这JL真是来了跟

咱一条心的好部队，替咱说出心里话的文工团哪!".为扩大宣传，利

用文艺有利的宣传武器，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在县城演出后，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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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磐石县的商大镇一一蝠筒出、明城去演出。没有演出场庚，就

在露天演。虽然，满天雪花飞舞，气温很母，百观众跺着膊，操着手，

也站在理JL看。演员虽然身上冷ffif心里去p暖洋洋的。

演员的与群众百戒一片，经常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宣传革命

道理，教唱革命歌曲……，几乎每个人都和农民老乡交上了崩友。

为了普及革命歌曲和音乐知识，任虹同志不顾工作繁忙、劳

累，在磐石主持办了音乐学习班。办音乐学习班，这是磐石镇有史

l}l来头一次，是件新鲜事。当时很多青年学生抱着现望、试探、好奇

等各种各样心情参如学习。开始只有几个人，经过任虹同志几天深

入浅出、逼俗易璋的讲学，教唱的革命歌曲好听、好学，竟使一个壳

的音乐班发展到数百人6 一时间，磐石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了革命

歌声。

东北二团在磐石的演出及他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使人民群众

阱级觉悟提高了，很多老乡都自觉的行动了起来，出担架，搞支前。

三是下旬，接到上级撞示，随着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二

吕逗囡吉林市。

当霄，累怒吼剧回国志的的家几乎都在吉林市。但，为了工作

的需要，并没有准许演员应家探亲，而是马上投入到准备在吉林市

的演出工作。直到一切准备就绪才放了凡个小时的假。这对，有的

家人才见到"失踪"的儿子、不知去向的丈夫。有的需志，怕时间快

了亲人拉后腿，只看上一眼，立即返回住地。

东北二团在吉林市不足一个月的时闰，共做了如下工作 z

在市公会堂〈现吉林市职工俱乐部) .演出了在磐石排演的晚

会节目。连续演出十几场。

话黯《血债》、《粮食》、秧歌剧《军爱民、民拥军》是东北人民亲

身经历的亡国奴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反映了抗战时期老根据地

人民的斗争生活;以及解放区军民之阔的渔水深情。使人看到了两

层天，两个世界，现众心神震荡，受到了深刻的形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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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由任虹同志指挥，吉林市大、中学生联合演出的《黄河

大合唱>>.影晓援大。歌声高亢，情绪激动，人员之多，声势之大，是

吉林市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这三百人的大合唱演出后，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关心起中国

革命的前途。有的人积极靠近文工团，捏了解党的政策。从而团领

导国势利导，搞了一次团结群众、宣传群众，正面揭穿国民党妄图

发动内战院谋的座谈活动，使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教

育。会上参却大合唱演出的学生说="我们和文工团联合演出，看了

他们的作风，听了他们的谈哇，参加了他们认真、严肃的排练和演

出，我妇完全明白了，他们的感情是真诚的。他(她〉们的理想是伟

大的。"座谈会使人的理解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吉林市，东北文工二团的美术组还搞了一周的《延安木刻美

术》作品展览，每自参现者达百余人次。

一九图六年四月中驾，长春市第一次解放，该团随着革命形势

发展的需要，疆军奔赴民春。

〈此材料，经原怒吼剧团的老同志回忆整理e 在此，深表感谢.清知情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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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社教工作队的情况A搜寻

岳力明

一九四八年三月九吕吉林市解放了。吉林省〈市〉为贯彻《关于

庆祝东北全部解故与广泛劳军运动》的指示精神，"利用组织宣传

队、黯园、秧歌、画报、标语、讲话等形式，普遍进行宣传教育，提高

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全力支援关内的解放战争和巩固东北的睦

利"的需要，在省文教厅社教科的统一规划下，决定成立以文艺、教

育为一体，进一步深入地开展社会文化教育、娱乐辅导为主的吉林

省社教工作队。经省委省政府研究批准，一九四八年十丹起筹建招

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El正式建立。队址在吉林市吉泰葫同

(吕伪时期实业厅长赵主女媒的大院〉。

人员，以吉林市的各校学生为主，吸收爱好文艺工悖的社会进

步青年，近五十名。这支队伍直接受吉林省文教ff领导。 5人的主要

负责人自社教科的副科沃阁洪勤担任。霞J ß^.-l:乏自市文教科的国i科

长王喜德担任。

经原社教队的同志们回忆和从有关资料中查到，有如下同志。

队长领导下设三个组=

第一组组长 z华国光

国组长:关长祥

结员=王凤林、陈中信、陈吉昌、刘自起、赵义、皮世禄、马文英

〈女〉、宋注雪〈女〉、杜英(女〉、赵淑琴(女) ; 

第二组组长=颜世昌

副组长=虎廉清

组员 z杨伟、姜国祥、郭正惠、孙末和、宗臻、曲撮昌、药、兰、曲淑

援(女〉、郭玉平〈女〉、张金歌〈女h

第三组组长 2吴文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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