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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之际，谨以此书——

《河北省衡水地区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一)——革命文化

史料》，作为我们的一件礼物，敬献给党的生日。

这本集予，辑录了1919年靠五·四矽运动以来至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间，发生在衡水地区大地上的波

澜壮问的革命文化艺术运动的部分史料。这些历史资料，从

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记述和反映了战区老一辈文艺工作者，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为了寻求真理和光明，、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实

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战火

的硝烟弥雾中，以文艺为武器，为团结、c。教育人民，打击、

消灭改人而顽强斗争的精神面貌和光辉业绩0L这些朴实无

华，毫不雕琢的历史资料，虽不象文艺作品那样形象生动，

但它真实的记录了我们的家乡所经历的苦难历史，记录了我

们的前辈所走过的那艰难而光荣的足迹，字里行间展示了t‘

青纱帐里战歌起，油灯底下唱大戏；快板声声震岗接，扭起

秧歌庆胜利的动人情景。也许因为是≯乡的真人实事，熟悉

的村庄城镇的原因吧，看了使人觉得格外亲切i感人。也正

是这种原因，我们在编修《衡水地区文化艺术二>的、过程

中，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驱使着我们，要把老一辈文艺工

作考的光辉业绩，把那血与火的文艺斗争史料，辑印成册，

保留下来，、以慰前人，教育今人和后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文化工作是党的整个

革命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革命文化史料是党史资料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征集，整理，研究革命文化史料，总结其

宝贵经验，发扬其光荣传统，继承其革命精神，对弘扬民族

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叉文化事业，加强文艺队伍的思想建

设，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都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L和

历史意叉。

根据资料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同，我们把资料大体划分了

七部分，在每一部分中，资料的排歹13顺序，基本按着当时行

政区划的不同而集中排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

们衡水地区现辖的十县一市(衡水市原为衡水县)分属冀

中，冀南两个区管辖，即以沧石路为界，北面的深、武、

饶，安四个县归属冀中，南面的衡、冀、枣、武(邑)、

粤，景、故七个县归属冀南，当时的一些区、县、村的文

艺团体的活动范围，又多在本辖区内活动较多，所以， 资

料排歹il，分冀中，冀南相对的集中，这样也便于缕清这一

时期我区文化战线的组织脉络和历史沿革。

我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一

个兴起、发展、兴盛的艰难历程并取得了辉煌成就IP为我

区文化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认真征集、整理、研究这一

时期的革命文化史料hj最终日的，在于写好我们地区的革

命文化史。同时，这也是编修我区《文化艺术志》的重要

岛容。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旅特有的优良传统，是一件

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壮举，需要备方人士的大力支持和

协助。我们热切的希望一切关心我区文化史志编写工作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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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人士，积极为我们提供资料、撰写稿件、提出意见和建

议，特别希望曾在我区文化宣传战线上工作过的老领导、老

文艺工作者，将你们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重大文化艺术

活动以及你们手中保存的有关文化艺术史料，撰写成稿(或

实物资料)提供给我们，为编纂我区的文化史志贡献您的力

量，您的功绩也将永载史册。

我们的《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和《文化艺术志》的

编纂工作^得到了地委党史研究室、行署地方志办公室、地

区档案馆、衡水日报社、各市县文化(教)局及曾在我区文

化战线上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

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编选的这一集《革命文化史料》，仅是我区《文化

艺术志》资料汇编的一部分。今后，将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

础上，陆续编印，分集出版。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编选工作难免有纰

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衡水地区行署文化局《文化志》编办室

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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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在深县的影响

辛亥革命时期，深县在东街成立了一个宣讲所，当时没

有固定人员，每逢集日，都有上级派人来向人们宣讲。宣讲

的内容为清朝的腐败及封建制度的落后，革命党人的主

张。

一九二八年，宣讲所规模增大，房屋由原来的三间增加

到七问。定为为“深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是张贵藩。人员有

李级升、李汝松。教育馆有报纸和部分图书，为了使人们能

知道当天的新闻，他们把每天的新闻用毛笔写在大纸上，贴

在墙上。一年以后，民众教育馆图书增设到2万册，从上海

的“万有书库"、 “商务书局”、“中华书店”进了很多进

步书籍。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新深县旬报》创刊。一九三一

年十二月四日，《深县时闻简报》仓I]TII,张贵藩主编。

“四·一二”事变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处

于低潮。一九三O年，周龙华进步青年田侃容(后化名侯玉

田)在群众的拥戴下当了村长，一九三一年八月被吸收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他在本村投资盖起了三间《民众阅览室》有

报刊、图书，白天供人借阅，晚上开办农民夜校，向人们宣

传共产主义思想、宣讲革命道理。在田侃容的带动下。周龙

华打破封建的文化习俗，建立起新的婚丧嫁娶制度。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深县乡师首先掀起了

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利用集市和庙会张贴和散发“打倒17I本

帝国主义”、 “抵制日货”、 “反对蒋介石出卖东北三

省”、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标语口号。并开展了抗日

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一九三二年春，深县乡师成立了“抗

日救国宣传队”。每到星期天，他们就分成几个小队。打着

旗子，深入到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揭露蒋

介石卖国害民的罪恶行径。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琅窝高小“读书会"成立。成员有

师容之、马万之(于明涛)、边哲超、康光宇、尹辉斋、杨

梦令等。

“读书会”是当时地下党的外国组织，入会的多是中共

党员与党的同情分子，活动阵地在琅窝高小，不定期集合，

领导入是师容之。 “读书会”对外名为“开卷有益”。读的

书有文学类，例如胡也频、蒋光慈、鲁迅、茅盾的进步小说

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等，也有读《资本论》、《政

治经济学》等“禁书"的。

“读书会”也向学校扩大影响，订有北大地下党创办的刊

物《小学生短波》，琅窝高小也办有《琅声》大型壁报，后

印成《琅声周刊集》，分发给附近学校，负责人是康迈千和尹

辉斋。

(深县《文化志》编办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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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叫二·七"事变前的

“晨光读书会”

·刘景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

东北。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不抵抗，将美丽富饶的

东北三省拱手让与敌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觊觎华北，多

次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1935年

5月，又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卖国的塘沽“何梅协定”，攫

取了我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民族危亡日益加深。

全国人民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和国破家亡的

危机，掀起了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1935年、193 6年

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

变"，抗日救亡的声浪日趋高涨。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

刻，中国共产党以全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代

表了全民族的利益，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从而推

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把抗日救亡运动引向深入，广大农村小学教员是一支不

可忽视的力量。这些小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具有

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在农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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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一行会在农民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他们多不满国民

党反动统治，关心国家民族的危亡，很需要党为他们指明一

条出路。一旦他们认识到光明的前途，绝大部分是会勇往直

前跟着党走的。

尹继昌同志是“晨光读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我和

他认识是在1935年初春。当时，我在李齐居小学当小学教

员，尹继昌则在距李齐居仅一星之遥的左齐居小学任敦。因

此我们时常来往，感情十分融洽。我昕以对尹继昌产生好

感，是因为他家境贫寒。没念过几年书，可是他非常用功，

能够得心应手地把小学的几门功课全部拿起来进行教学，而

且写一手好字。我也是由于家境贫困，不能升学，无奈从事

小学教员工作的，这一点可以说我和他是有共同点的。再就

是他对当时{j：会、时事的见解比我成熟、老练。他对我不断

讲冀东殷汝耕伪政府的事，他认为象“冀中伪自治政府”这

样的汉奸卖国政权，会一步步地笼罩起华北大地。因此我们

经常共同表心愿，要做投笔从戎的准备。大约到1936年春初，

尹继昌的政治观点又有了明显的进步。这时，他和我谈的内

容，不仅仅限于民族的危亡，而是进一步谈如何解救民族危

亡的问题了。他说，东北沦亡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

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寇不抵抗所造成的。他认为要挽救

民族的危亡，要靠我们青年入的奋起。经过他的政治薰陶，

我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救中国的政党，要救中国就得

跟共产党走。上海“七君子"受蒋介石迫害的事，我也是听

尹继昌给我讲的。他还特地给我一本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

讲话》，让我认真读，这本书使我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再就是尹继昌那里还有上海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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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日报》，我总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读了这些书报，使

我思想开朗了，大有“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之感。可以说，尹继昌同志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引路

人。

在上述政治背景下，肩负着党的重任的尹继昌同志积极

在这一带小学教员中奔走、串连，于1936年春季发起成立了

“晨光读书会"，作为团结、教育青年小学教员，向他们灌

输共产主义思想，启发抗Et救国热情，宣传党的主张，扩大

党的影响的阵地，为武强大地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

“晨光读书会矽刚成立时，会员是四个人。即；尹继昌

(左齐居村小学教员)、刘景平(李齐居村小学教员)、石

晓岚(吴家城村小学教员)刘春跃(王齐居村小学教员)。

不久，又发展了马庆云(郭家湾村小学教员)和冯佩之(纸

坊头村小学教员)。现在我只记得这六个人，可能还有别

人，但已记不清了。冯骥(方纪)、赵少和(二人都是武邑县

芦口村的小学教员)也经常到尹继昌处来参加活动，但当时

并未明确他俩是否算是这个“读书会"的成员。

“晨光读书会"没有章程之类的东西，开始时的政治色

彩也不明显，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那时，在国民

党统治时期，一片白色恐怖。刚刚串连起来的小学教员，虽

然都具有抗日救国的思想，但绝对不能公开以“抗Et救国"

来号召。只有以灰色的面目出现，才有存在的可能，只要能

存在，就可以联络更多的人壮大我们的力量。基于这种秘密

工作的要求，所以开始成立“读书会”时，我们四个人口头

商定，以“共同读书，切磋学问"为“读书会"宗旨，并商定

以左齐居小学为中心活动地点，尹继昌为我们“读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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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每星期至少聚会一次。

“晨光读书会"成立以后，开展了不少活动，大致有以

下几个方面l

(一)大唱进步歌曲。《救亡进行曲》是尹继昌教唱

的，歌词是：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I拿起我们的武器

刀枪，t一走出工厂、田庄、课堂l到前线去吧l走上民族解放

的战场⋯⋯艿激动人心的歌词，对我们这些忧国忧民的青

年，感染力十分强烈。《慰伤兵》是吴立人(即王韶秋同

志，当时是．中共直南特委宣传部长)同志教唱的，歌词是：

“躺，你们为了全国的老百姓，为了千百万的妇女儿童，受

了极光荣的伤，躺在这病院的床上⋯⋯”这首歌曲，可以唤

起我们对东北抗日战士的崇敬之心，以及抗日救国的激情。

《松花江上》是尹继昌同志教唱的，这首歌曾使我潸然泪

下，恨不得立即奔赴战场，收复失地。还有其他一些进步歌

曲，如《打回老家去》、《大路歌》、《我有敌人凶似狼》

《’义勇军进行曲》等等。这些歌曲，都是马庆云同志后来教

唱的。通过大唱革命进步歌曲，确实拨动了大家抗日救国的

心弦，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

(二)读书读报。当时，我们是在穷乡僻壤当小学教

员，由于国民党反动腐败，造成乡村文化科学极端落后，更

谈不到有什么文化设施了。这些求知欲很强的青年小学教员，

找不到书，找不到报，心情十分苦闷。尹继昌同志供给了我

们一些精神食粮，即书和报。前面已经提到，艾思奇同志著

的《大众哲学讲话1》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我个人的哲学

思想上是个启蒙。报纸主要是上海出版的《救亡日报》。使

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在政治上树立起了要抗日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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