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纵找

中国抗战文艺活动纪事 〔连载⑧ 〕

口 石 稚娟 吴京波

1 9 4 1 年

1 月 1 日 《 抗战文艺 》 第 7卷第 1 期发表全

国
“
文协” 《 致苏联文艺界书 》

。

说中国文艺工作

者在抗日战争中
“
从没有因为困难而放弃过自己底

岗位
” ,

表示了中国作家准备走艰苦道路争取抗战

胜利的决心
。

由文协桂林分会诗歌组
、

中华全国漫画协会
、

中

华全国木刻协会举办的街头诗画展在乐群路展出
。

《中国电影 》 月刊在重庆创刊
。

延安文艺月会会刊 《文艺月报》 创刊
。

肖军
、

舒群
、

雪苇轮流任主编
。

共出17 期
。

山西太岳区沁河文艺协会主编的 《 太岳文艺 》

(石印小本月刊 ) 创刊
。

1 月 2 日 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而举办的展

览会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开幕
。

展览分四部分
:

鲁迅

著作 ,鲁迅在国外 ;鲁迅书信照片 , 鲁迅先生死后
。

展品二百余件
。

1 月 3 日 晋东南
“
文总

”
召开文 化界 座谈

会
,

讨论关于文化工作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

1 月 4 日 《 抗战 日报 》 发表常芝青 《 一年来

的晋西北新文化运动 》 文章
。

“
文工会 ,,. 在重庆

“
一园

”
举行地方剧研究公

演
。

参加演出的有平剧
、

川剧
、

楚剧等剧种
。

地方

剧研究公演后来还举行过多次
,

对提高地方剧演出

质量起了积极作用
。

1 月 5 日 老舍的 四幕剧 《 张自忠》 ,

由华中

图书公司印行
。

1 月 7 日

—
8 日 重庆 《新华日报 》 连载惊

秋文章 《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的现状》
。

1 月 7 日 《救亡日报 》 副刊 《文化岗位》 发

表以群的 《一年来的文艺理论活动》 一文
,

对现实

主义
、

民族形式和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全面的

总结
。

文协桂林分会儿童文学组
,

举行儿童文学创作

座谈会
,

由温涛主讲 《傀儡戏之理论与实践 》
,

并

即席表演配声傀儡戏 《傀儡花鼓》
、

《卖棉纱 》
、

《跳舞 》 等节目
。

1 月 8 日 茅盾
、

胡风
、

戈 宝 权
、

以 群
、

罗

荪
、

宋之的
、

艾青
、

光未然
、

力扬等 14 人就
“
作家

的主观与艺术的客观性万 问题在重庆举行座谈
。

座

谈涉及了什么是世界观
、

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
、

世界

观与现实的矛盾
、

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的关系等问题
。

讨论对促进理论批评工作的深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

1 月 9 日 桂林戏剧界举行茶话会
,

讨论成立

剧协桂林分会事宜
。

到会的有欧阳予倩
、

夏衍
、

焦

菊隐等30 余人
。

上海沪剧社在皇后剧院演出戈戈根据同名美国

电影改编
、

严幼祥导演的沪剧 《魂断蓝桥 》
。

这是

申曲改称沪剧的开始
,

并以剧本制代替过去的幕表

制
,

采取话剧的排练方法和化妆方法
,

发挥灯光
、

效果
、

布景等舞台艺术的作用
,

使沪剧的演出初步

走上综合艺术的道路
。

晋察冀边区文学
、

戏剧
、

美术
、

音乐四个协会

联合编辑的 《晋察冀艺术》 (周刊 ) 在 《晋察冀日

报 》 创刊
,

主编为田间等
。

该刊于 1 9 4 2年 7 月 12 日

停刊
,

共出42 期
。

1 月 n 日
“
皖南事变” 消息传到中共中央南

方局
。

周恩来一面指示各地抗敌演剧队党组织
“
要

保存团体
,

争取工作
。

坚持原则
,

不演反共戏
。 ”

一面将不便在重庆工作的人士分批逐步撤离
。

1 月 1 2 日 周恩来和董必武
、

叶剑英联名致电

李克农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
:

白崇禧加紧反共
,

准

备打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

对文化界也极不满
,

恐

不久将进行镇压
,

望转告
。

延安鲁艺美术工场举办的首次展览结束 (共展

出四天 )
。

包括毛主席半身塑像
, “

小八路
”
塑像

等绘画
、

木刻
、

雕塑
、

工艺美术
、

建筑设计等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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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展品参加展览
。

1 月 1 3日 晋东南文化界救国总会召开第二届

第一次执委会
。

会议讨论通过了文总任务
、

组织简

章及文总纲领 , 选举了李伯钊等 6 人为常务委员
。

决定将
“
文总” 更名为

“
晋东南文化界救 国 联 合

会” 。

筹备出版一综合性刊物
。

规定文 联 的 工 作

有
:

一
、

发展新文化
,

广泛发起研究
,

提倡自由研

究的风气
,

提高新文化各部门的工作
,

掀起讨论的

热潮
,

发现与组织学术专家
,

广泛建立学术团体 ,

二
、

提倡大力创作
,

推动大量出版 , 三
、

加强本区

文化统一战线 , 四
、

开展文化活动等
。

1 月 1 5日 延安鲁迅研究会在文化俱乐部召开

成立大会
,

选举艾思奇
、

萧军
、

周文 3 人组成干事

会
。

还决定由干事会及周扬
、

陈伯达
、

范文澜
、

丁

玲
、

萧三
、

胡蛮
、

张仲实等十人组成编委会
,

编辑

出版 《鲁迅研究丛刊 》 。

上海影剧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

悼念 1 9 4。年 12 月

17 日在重庆病故的电影导演沈西芬
。

1 月 1 7日 周恩来得悉 《新华日报 》 关于揭露

皖南事变真相的报导和社论被新闻检查官扣压后
,

立即为 《新华日报》 题写
: “

为江南死 国难 者志

哀
,
和诗

“
千古奇冤

,

江南一叶
,

同室操戈
,

相煎

何急 ! ?’’ 报馆将题词手迹制版登在被扣去的稿件位

置上
,

加快编排和制版印刷
,

组织好发行力量
,

抢

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
,

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

l 月 1 8日 载有周恩来题词的 《新华 日报 》 清

晨到达读者手中
,

并出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的阅报墙

上
,

报纸销量从平时的一千份猛增到五千份
。

郭沫若听到
“
皖南事变” 消息后

,

怒发冲冠
,

决心把
“
时代的愤怒

”
表现出来

,

奋笔疾书
: “

怒

问苍苍果胡然? 莫须有狱出连绵 , 份合已 见 兰成

艾
,

谗口竟教矩化圆
。

已兆分崩同往日
,

侈言胜利

在今年
。

谁欺 ? 只自斯天耳 1 哪有篷兹真个妍? ”

1 月 1 8 日 (或 19 日 ) 周思来得知夏衍在桂林

主编的 《救亡日报》
,

因拒登国民党中央社诬陷新

四军的消息
,

白崇禧下令逮捕夏衍
。

当即通过八路

军桂林办事处通知夏衍立即离开桂林去香港
,

同从

重庆撤去的文化工作者合作
,

建立对外宣传据点
。

八路军总政治部
、

中央文委发出 《关于部队文

艺工作的指示 》
。

指示共六条
。

指出
: “
部队文艺

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
,

因其不仅在

于能够帮助部队的政抬教育与宣传鼓动
,

调节部队

生活
,

提高部队战斗情绪
,

而且是密切部队与群众

联系及对外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
。 ” 批评了部

队文艺领导工作者的几种狭隘观念
。

1 月中旬 中华全国木刻界协会在桂 林 的 会

址
,

被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封闭
。

中华全国木刻界协

会编辑出版的 《木艺》 杂志
,

被迫停刊
。

1 月 2 0日 茅盾主编的 《文艺 阵地 》 在 渝复

刊
。

该刊 1 9 3 8年 4 月在广州创刊
。

初为半月刊
,

5

卷 1 期起改为月刊
,

出至 5 卷 3 期被查禁
。

1 9 4 2年

n 月出至第 7 卷第 4 期再度被迫停刊
。

1 9 4 3年 n 月
`

至 1 9 4 4年 3 月又改出 《文阵新辑 》 3 期
。

该刊不但

拥有数目众多的
“
文艺兵 ” ,

也培养了不少文艺新

人
。

《救亡日报 》 副刊 《文化岗位》 发表郭沫若的

《中国美术的展望》
。

文章充分肯定抗战以来绘画

所取得的成绩
,

指出它是
“
科学的

、

大众的
、

现实

的
、

革命的 , ,

并预示它有
“
一个伟大的将来 , 。

《正言报 》 副刊 《草原》 发表唐眺以笔名 “ 仇

重 ” 写的文章 《暗夜棘路下的里程碑 》 ,

评述 1 9 4。

年间
“
孤岛

”
的杂文和散文

。

1 月 21 日 国防艺术剧社在桂林首次公演焦菊

隐导演的曹禺名剧 《雷雨 》
。

1 月 2 2日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

在广西剧场召开成立大会
。

1 月 23 日 上海复旦大学学生组成的云海剧社

在卡尔登戏院首次公演
,

张宛青编剧
,

吴永刚
、

周

起
、

傅威廉导演的话剧 《浮云流水》
。

1 月 2 4 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社在八路军

大礼堂公演阳翰笙编写的四幕话剧《李秀成之死 .))

招待延安各界
。

1 月 2 7日 刘少奇
、

陈毅在盐城邀请文化界人

士于春节聚餐
,

并到住地看望大家
。

i 月 2 8 日 桂林乐群社文化部在该社礼堂举行

诗歌朗诵晚会
。

黄药眠作关于诗歌朗诵 的 专 题 报

告
,

并朗诵高尔基名作 《 海燕之歌》
,

韩北屏朗诵

艾青诗 《火把 》 以及古代民歌 《木兰词 》 等
。

1 月 29白 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桂林举行绘画

展览会
。

共展出战地速写
、

油画
、

国画
、

水彩
、

粉

彩
、

木刻
、

素描
、

讽刺画等数百件
。

1 月 3 1日 上海大学生组成的十字剧社在辣裴

剧场举行实验演出
,

剧目有 《 红尘 》
、

《 求婚》
、

《村医 》
、

《 哑妻 》 等独幕话剧
。

l 月下旬 刘少奇在盐城召集华中文教会议
,

讨论和决定在敌后开展文教工作
,

建立文化统一战

线
。

本月 音乐家任光在
“
皖南事变

”
中牺牲

。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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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1岁
。

他是浙江嵘县人
,

早年留学法国学习音乐
,

1 9 3 0年回国入百代公司任音乐部主任
。

并先后参加

苏联之友社及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革命音乐组织
。

1 9 3 4年他创作了著名的 《 渔光曲 》 以及 《大地行军

歌》
、 《月光光》 、 《抗敌歌 》 等电影歌曲和民族

器乐曲 《 花好月圆 》 等
,

抗战前以
“
前发

”
笔名发

表 《 打回老家去 》 、 《 劳动节》 等救亡歌曲
。

抗 日战

争中创作了 《 高粱红了 》 、 《 洪波曲 》 (歌剧 )
。

后期负责新四军内的音乐工作创作了 《 新四军东进

曲》 等歌曲
。

本月 皖南事变后
,

为了保存力量
,

南方局及

周恩来同志先后多次派人到国统区各地向文化界传

达
“
荫蔽精干

,

长期埋伏
,

积蓄力量
,

以待时机
”

的方针
,

并及时安排重庆
、

桂林等地的文化工作者

撤退
。

重庆方面
,

茅盾
、

宋之的
、

章泯
、

叶以群
、

舒强
、

凤子
、

丁聪等分批去香港
,

光未然
、

李凌
、

赵枫去缅甸
,

欧阳山
、

草明
、

艾青等去延安
。

桂林

方面
,

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转告夏衍
、

林林
、

廖沫沙

等赴港
,

与重庆去的文化工作者合作
,

建立对外宣

传据点
。

本月 由于大批文化人转移到香港
,

香港文化

界顿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

夏衍主编的 《华商报 》

在港创刊
,

邹韬奋主编的 《大众生活 》 在港复刊
,

茅盾主编的文艺刊物 《 笔谈》 和 《时代文学》 等也

相继创刊
。

此外
,

还促进了粤语抗战片 的 摄 制 工

作
,

先后拍摄有 《 小老虎 》 、 《 民 族 的 怒 潮 》 、

《流亡之歌 》 等影片
,

从不同角度反映 了 抗 日 斗

争
,

受到群众欢迎
。

本月 皖南事变后
,

国民党政府强化文化专制

主义
,

制定了一系列反动法令
,

如 《杂 志 送 审 须

知》 ( 1 9 4 1年 )
、

《 图书送审须知》 ( 1 9 4 2年 )
、

《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 ( 1 94 3年 )
、

《重庆市审

查上演剧本补充办法》 ( 1 9 4 3年 )
, ’

《修正图书杂

志剧本送审须知 》 ( 1 9 4 4年 )
、

《 战时出版品审查

办法及禁载标准 》 ( 1 9 4 4年 ) 等
。

同时
,

桂林 《救

亡日报 》 、 《 国民公论 》 、

重庆 《全民抗战》 等数

十种报刊被迫停刊
。

本月 中共江苏省委文委领导的 《奔流文艺丛

刊》 创刊
,

由楼适夷
、

满涛主编
。

该丛刊先后出版

6 辑
:

第 1 辑 《决 》
,

石灵等著 ; 第 2 辑 《 阔 》
,

无咎 (王任叔 ) 等著 ; 第 3 辑 《 渊》
,

史笃等著 ,

第 4 辑 《 汛 》
,

海容等著 ; 第 5 辑《沸》
,

佐思 (王

元化 ) 等著 ; 第 6 辑 《激》
,

高尔基等著
。

每月出

刊一次
。

后《奔流文艺丛刊》改名为 《奔流新集》
,

由楼适夷
、

满涛
、

锡金主持编辑
,

复出 2 辑
。

太平

洋战争爆发
,

日军侵入租界后停刊
。

本月 刘大杰著 《 中国文学发展史 》 (上卷 )

由中华书局出版 , 下卷于 1 9 4 9年 1月出版
。

本月 重庆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冯亦代与张光

宇合办 《 电影与戏剧 》 双月刊
。

本月 为庆祝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三周年
,

西

战团
,

联大文工团
,

抗敌剧社相继演出了 《 母亲》
、

《 日出 》 (曹禺作 ) 《 婚事 》 (俄国果戈里作 ) 等

大型中外名剧
。

公演后
,

边区戏剧界举行座谈会
。

聂司令员出席了座谈会
,

并做了重要讲话
。

《 晋察

冀 日报 》 从 1 5日开始陆续发表文章
,

介绍
、

评论大

戏汇演及座谈会情况
。

本月 《晋察冀戏剧 》 创刊
。

本月 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

制造了

“
皖南事变

” 。

晋察冀边区开展反内战反投降宣传

周活动
,

边区剧协 也提出创造模范剧团的号召
,

铁

血剧社分散到各区开展农村文艺
,

帮助建立了三十

多个村剧团
、

几十个秧歌队
,

参加了宣传周活动
。

冀中火线剧社连夜排演了四幕话剧 《 斥何应钦 》 ,

在部队
、

农村中做了多次演出
,

本月 华中
“
一二一剧团

”
到部队参观学习

,

谭震林司令员与全团人员合影留念
,

并在照片上亲

笔题词
: “

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
,

宣扬新社会的光

明线
” 。

本月 苏皖边区行政学院成立
,

内设艺术系
。

后为艺术学校
,

分戏剧
、

音乐
、

美术等系
,

每期学

习三至六个月
,

共办三期
。

本月 火线剧吐与新世纪剧社的刘宏声等人为

适应游动宣传的需要
,

制作了一批大幅布画
,

协助

军区摄影科开办摄影记者训练班
。

本月 邵荃麟主编
、

文化供应社出版的 《文学

创作丛书》 陆续推出
,

计有葛琴钓 《伴侣》 (短篇

小说集 )
、

陈白尘的 《大地回春》 (五幕剧 )
、

沙

汀的 《同志间》 (报告文学集 )
、

蒋收之的 《从大

别山到庚河 》 (长篇小说 )
、

艾芜的 《荒地》 (短

篇小说集 )
、

茅盾的 《见闻杂记 》 (游记 )
、

艾青

的 《黎明的通知 》 (诗集 )
、

荃麟的 《英雄 》 (短

篇小说集 )
、

聂缉弩的 《杜鹃花》 (童话 )
、

司马

文森的 《蠢货》 等
。

本月 桂林文学集林社出版了 《 文学集林》 第

四辑 《译文特辑 》 。

收有巴金译的俄国 赫 尔岑 的

《一个家庭的戏剧 (三 ) 》
,

汪宏声译的美国著名

华裔女作家赛珍珠的 《中国的小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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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l 日 《 戏剧春秋》 第一卷第三期发表该

杂志社于 1 9 40年 6 月 n 日在重庆举办的
“
戏剧的民

族形式问题座谈会
”
记录

,

其中有郭沫若
、

茅盾
、

田汉等人的发言
。

晋西文联
、 `

抗战日报
、

晋西大众报
、

吕梁文化

教育出版社
、

文协
、

剧协
、

音协
、

青记分社
、

新华

书店等 n 个团体通电全国
,

抗议国民党进攻新四军

及残杀彭德怀将军的家属
。

2 月 3 日 延安文艺月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第

四次座谈会
。

议题
:

我们创作与理论上的优点和缺

点
。

发言者
:

荒煤
、

萧军
、

丁玲
、

周扬等
。

文协桂林分会戏剧组在广西艺术馆举行第一次

研究会
,

讨论
“
抗战中演戏上的几种倾向” 问题

。

2 月 5 日 洪深与夫人常青真及患晚期肺结核

的女儿
,

今日在赖家桥家中服毒自杀
。

郭沫若等带

医生迅速赶去抢救
,

洪深等才脱离险境
。

洪深写下

的遗书谓
: “

一切都无办法
,

政治
、

事业
、

家庭
、

食衣住种种
,

如此艰难
,

不如且归去
,

’

我也管 不

尽许多了
。 ”

周恩来得讯后指示
: “

着 人 予 以 资

助
。 ” 2 月 7 日

,

田汉夫妇
、

应云卫
、

石凌鹤
、

光

未然等看望洪深
。

2 月 6 日 《晋察冀艺术 》 第五期刊载 《聂司

令员和艺术工作者们谈话 》 与 《晋察冀艺术工作者

动员起来》 等文章
。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盐城贫儿园举行成立

大会
。

刘少奇兼任院长
,

丘东平任教务长
,

分院设

文学
、

戏剧
、

音乐
、

美术四个系
。

2 月 1。日 “
文工会

”
主办之 《七天文艺 》 作

为重庆 《新蜀报 》 副刊之一创刊
。

该刊于 1 94 4年 10

月终刊
,

共出 130 余期
。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制定 《 1 941 年度文

教宣传工作计划大纲》
。

在文化工作方面
,

大纲要

求
:

每个行政公署
、

专员公署都要成立一个脱离生

产的专门性质的剧团
,

人数至少2D 人 , 各县的巡回

教育团都要成立一个附属剧团 , 各农村俱乐部都要

成立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农村剧团
,

以及发行报纸
,

提倡文艺创作等
。

2 月 1 5日 为了加强对进步戏剧运动的控制和

审查
,

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正式成立广西省戏剧审查

委员会
。

2 月 1 7日 晋冀豫文化界通电全国
,

呼吁营救

马寅初先生
。

马先生因在重庆发表有关国家民族的

讲演
,

并著文反对发国难财
,

主张对借政治力量营

私舞弊者予以严厉制裁
,

因此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

送贵阳
。

要求政府立即释放马先生
,

以及一切爱国

政治犯
。

署名
:

杨秀峰
、

徐憋庸
、

任 白戈
、

何云
、

陈克寒
、

罗青
、

高沐鸿
、

袁勃等93 人
。

2 月 1 9 日 山东文协主编的综合刊物 《文化阵

地 》 创刊
。

2 月 2 4 日 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 《 保卫

我们的土地 》 及 《八百壮士》 在重庆国 泰 影院 上

映
,

很受欢迎
。

2 月 2 5日 邹韬奋因国民党政府近 期 加 紧 迫

害
,

封闭生活书店设在各地的分店以及实行反共反

人民的反动政策
,

愤怒发表声明辞去国民参政会参

政员
,

出走香港
。

《中国文艺》 创刊
。

它的前身为《大众文艺》
。

由周扬主编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出

版
。

毛泽东同志题了刊名
。

只出一期
。

晋察冀边区剧协召开座谈会
,

总结村 剧 团 工

作
。

联大文工团
、

火线剧社
、

冲锋剧社
、

铁血剧社

都做了汇报
。

《晋察冀艺术》 第七期发表 田间 的

《 “
民族形式 ” 问题》

,

,

引起边区文艺界的注意
。

冯宿海发表的 《关于秧歌剧种种 》 ,

引 起争议
。

《晋察冀日报》 展开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

先

后有许多人发表文章
。

2 月下旬 《救亡 日报 》 社从业人员及新安旅

行团等文艺界的部分进步人士先后撤离桂林
。

2 月底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成 立 实 验 剧

团
,

团长孟波
、

副团长刘保罗
。

本月 《文化岗位 》 在昆明复刊
,

改名为 《西

南文艺 》
。

田汉根据梅里美同名小说改编的六幕话剧 《卡

门》 由现代戏剧出版社出版
。

魏如晦著四幕话剧 《海国英雄
一

郑成功》 由

国民书店出版
。

戴平万著短篇小说集 《苦菜》 由光 明 书局 出

版
,

内收 《病》
、

《在风雪中 》
、

《哈 尔滨 的 一

夜》
、

《过江》
、

《佩佩 》
一 、

《苦菜》 等 6 篇小

说
。

延安作曲者协会成立
。

属陕甘宁边 区 文协领

导
。

同年 4 月 1 日协会创办 《歌曲旬刊 》
,

后改为

《歌曲半月刊》 ,

鲁艺华中分院美术系编写了 《论速写 》
、

《 石

版画 》
、

《构图常识 》 和 《 写生常识》 等 绘画讲

义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戏剧指导委员

会
,

主任张治中
,

副主任郭沫若
,

常委洪深
、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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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

熊佛西
、

鲁觉吾
、

马彦祥
、

应云卫等
,

目的是

指导该部所属剧团
、

剧社及演剧队推动剧运
。

3 月 1 日 陈企霞在 《 文艺月报 》 第 3 期上以

《 旧故事的新感想 》 为题
,

与何其芳就诗的问题展

开争论
。

3 月 2 日 《晋察冀日报 》 副刊 《文化思想》

创刊
。

3 月 6 日 国防艺术社为扩大戏剧宣传
,

由桂

林赴柳州公演
。

3 月 8 日 长沙文化界为前线劳军扩大公演
。

由抗剧八
、

二队联合演出 《 保卫大湖南 》
、

《精忠

救国》
。

此后抗剧一
、

二
、

九
、

八队队长集会 (铁

血剧团团长列席 )
,

商定由 5 个队联合公演 10 场
。

演出节 目有 《 花烛之夜 》 、 《 包得行》
、

《南宁克

服后 》 、

《 一年间 》
、

《 明末遗恨 》
。

皖南事变后豫皖苏边文化协会向全国发布 《对

时局紧急通 电》 ,

呼吁全国同胞
,

反对内战
,

团结

抗日
,

为实现民主政治
,

建立自由幸福新中国而奋

斗
。

太原区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
,

全区

文化代表三十余人到会
,

通过了开展敌占区文化等

重要案
。

会期 4 天
。

3 月 1 0日 《自由中国 》 副刊 《文艺研究 》 第

一期发表巴金的短论 《 <重进罗马 > 的精神》
。

文

章说
: “ 真正酷爱自由的人并不奔赴已有自由的处

所
,

他们要在没有自由或失去自由的地 方 创 造 自

自
,

夺回自由
。 ”

3 月 1 2 日 由晋察冀边区文
、

音
、

美
、

剧四协

会发起组织的文化俱乐部开幕
。

同 日召开
“
民族形

式
”
问题讨论会

,

主要讨论了旧形式的剧目和接受

文化遗产的问题
。

3 月 1 3日 太岳区文救会创办
“
鲁迅文艺服务

社
” 。

3 月 1 4日 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联合在长沙举

办
“
全 国木刻十年纪念会展览会

,, 。

展出作品 7 00 余

种
。

3 月 1 5 日 《抗战 日报》 报道
:

晋西文联根据

成立以来的工作经验
,

及目前环境的需要
,

确定年

内的工作
: (一 ) 大批训练文化工作干部 ; (二 )

建立各分区文化据点
,

设立文联办事处
,

并开展敌

占区文化工作 ; (三 ) 准备 出版文艺刊物
。

桂林 《大公报 》 副刊 《 文艺 》 创刊
,

内容有文

艺理论
、

诗歌
、

小说
、

戏剧等
。

编者在编辑方针中

指出
:

文艺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
。

发表过郭沫若

的诗 《奸雄的歌唱完了》
,

田汉的随笔 《关于 <秋

声赋> 》
,

欧阳予倩的五幕剧 《忠王李秀成 》 等
。

该刊由杨刚任主编
。

中共北方分局改组文委
,

沙可夫任书记
,

委员

有
:

邓拓
、

周巍峙
、

崔鬼
、

丁里
、

汪洋
、

田间
、

黄

天
、

罗东
。

3 月 1 8日 在冀鲁豫区文委领导下
,

鲁西
、

小

冀鲁豫
、

湖西的文救会
,

通过召开全区文代大会
,

产生了冀鲁豫文联总会
。

鲁西良任主任
。

文联总会

决定出版刊物 《文化生活》
。

文委给文联总会的任

务是
:

争取群众坚持抗战
、

坚持团结
、

坚持进步
、

反对妥协投降 , 建立农村新文化基地
,

先抓已有的

基层团体
,

如剧联
、

教联和军政机关的文工团
、

剧

团 ; 加强联系
,

加强交流
,

定期会演
,

宣传新文化

运动的意义和性质
。

3 月中旬 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由桂林迁

往重庆
。

3 月 2 0 日 《 抗战文艺 》 第七卷第二
、

三期合

刊出版
“
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 ,, 特辑

,

撰文

者巴金
、

茅盾
、

以群
、

老舍
、

胡风等
。

同期还刊有
“
文协” 总务部

、

研究部
、

组织部
、

出版部的会务

报告
,

回顾
“
文协

,,
两年来的工作

。

3月 2 2 日 天风剧社在上海成立
。

该剧社在漩

宫剧院先后演出 《 日出》
、

《青春不再》
、

《 浮生

若梦》
、

《 十字街头》
、

《 上海屋檐下 》
、 《 恩与

仇 》
、

《清宫怨》
、

《淘金记 》
、 《爱 》 、 《葛嫩

娘 》
、 《 这不过是春天 》 、 《 孤岛男女》 等话剧

。

3 月 2 3日 晋冀豫文联召开文化界座谈会
,

讨

论创办根据地文艺刊物 《华北 文 艺 》 的 问 题
。

座

谈会还对 《新华日报》 (华北版 ) 和副刊 《新华增

刊 》
,

以及《抗战生活》等报刊
,

提出了改进意见
。

3 月 2 7日 孩子剧团为响应儿童号献机运动募

捐
,

今至 29 日
,

在国泰大戏院演出六场儿童剧 《乐

园进行曲》
,

这是该团在重庆的首次大公演
。

广西大学青年剧社在广西剧场公演宋之的话剧

《雾重庆》
。

《新中华报 》 社论 《抗议对大后方文化界的摧

残压迫》 。

3 月 2 9日 新疆反帝总会第 69 次常务委员会议

决定
:

文协并入反帝总会
,

反帝总会设文化部 , 戏

剧运动委员会归文化部领导
,

白大方任主任委员
。

本月 晋察冀边区文艺界开展了一次关于秧歌

发展前途的热烈争论
。

有人认为秧歌
“
偶尔扭扭

、

唱

唱
、

吹吹
,

间或还可聊解人颐
,

但也只能给人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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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之感
,

丝毫没有半点革命 战斗的气息
” 。

但大多数

同志认为歌舞剧在不断发展中会有
“

光辉的前途
” 。

本月 晋察冀抗敌剧社舞蹈队
,

根据民间旧形

式
,

创造出儿童集体歌舞的新形式 《霸王鞭》
。

经

各专业剧社示范
,

很快在边区各地儿童团
、

小学校

推广
,

成为群众喜爱的文化娱乐的主要形式
。

它采

用群众熟悉的民歌
,

歌词可随时填写
,

在宣传工作

中发挥极大作用
。

本月 晋西北木刻工厂建立
。

该厂曾出版着色

木刻
、

水印套色木刻领袖像和木刻连环画
、

宣传画

及 《晋西北大众画报 》
。

本月 晋东南文联于桐峪
、

索堡两地
,

设立文

化俱乐部
,

经常举行学术演讲
、

问题讨论
、

诗歌朗

诵
、

戏剧音乐演奏等集会
,

以活跃文化生活和掀起

学术研究的空气
。

俱乐部并搜集各地文化刊物
、

艺

术作品等进行陈列展览
。

本月
,

晋东南剧协
、

音协
、

美协先后成立
。

本月 鲁艺华中分院戏剧系公演话剧 《 重庆交

响曲》
,

陈毅参加导演
,

并将该剧 改 名 为 《 重 庆

二十四小时 》
。

本月 鲁艺华中分院为迎接苏北文协成立
,

组

织了一次较大的美术展览会
。

许幸之
、

刘汝酸画了

《高尔基》
、

《莎士比亚》 、

《 贝 多芬》 等 人 画

像
,

均布置在文协的成立大会会场上
。

本月 周恩来在红岩村接见了在桂林演剧队中

做党的工作的胡家瑞 (何启君 )
,

向他传达了中共

中央关于
“
荫蔽精干

,

长期埋伏
,

积蓄力量
,

以待

时机
”
的方针

,

和中共南方局对抗敌演 剧 队 的 指

示
: “

保存团体
,

相机工作 , 坚持 抗 战
,

反 对 投

降 , 坚持团结
,

反对分裂 , 坚持进步
,

反对倒退
。

学会交朋友
,

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 ”

周恩来并提出
,

演剧队在
“
皖南事变

”
后的困难形

势下
,

要坚持不演反共戏
,

不唱反共歌
,

不绘反共

画
,

不写反共文童
。

本月 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被国民党非法

解散
,

托词是逾期不汇报工作
。

l 至 3 月初版的话剧剧本
: 《 张自忠》 (四幕

剧
,

老舍著
。

1 9 4 1年 1 月华中图书公司初版
。

弹花

文艺丛书之一 )
。

·

《 夜》 (五幕剧
,

章泯著
。

1 9 4 1

年 1月大东书局初版
。

抗战戏剧丛书之二 )
。

《最

后的敬礼 》 (三幕剧
,

郑延谷著
。

1 9 4 1年 1 月华中

图书公司初版 )
。

《海潮红 》 (三 幕 剧
,

刘 静 沉

著
。

19 41 年 2 月华中图书公司初版 )
。
《秦良玉》 (四

幕历史剧
,

杨村彬著
。

1 9 4 1年 2 月中央青年剧社初

版
。

中央青年剧社剧本创作第三种 )
。 《 解放者 》

(四幕剧
,

杨村彬著
。

1 9 4 1年 2 月华中图书公司初

版
。

抗战戏剧丛书之七 )
。

《女杰》 (五幕剧
,

赵清

阁著
。

1 9 4 1年 3 月华中图书公司初版 )
。

《 日落》

(独幕剧
,

唐绍华著 )
。

另收 《一群马鹿》
、

《保

卫我们的家乡》
、

《我们不再 逃 亡 》 (独 幕 剧
,

1 9 4 1年 3 月中国戏曲编刊社出版 )
。

《洪炉 》 (四

幕剧
,

丁伯猫著
。

1 94 1年 3 月青年出版社初版
,

中

央青年剧社剧本创作选集第四种 )
。

春
“
皖南事变

”
后

,

周恩来就部分进步文化

人想去解放区的事
,

答复郭沫若
:

反共高潮一定会

被击退
,

大家想到解放区的心情可以理解
,

但国统

区还需要有人开展工作
。

春 上海
“
孤岛

”
局势 日益恶化

,

中共上海地

下组织要求文化界的活动搞得更为
“

灰色一些
” ,

以便在 日军完全占领租界后
,

能继续进行活动
。

为

此
,

文委决定将戏剧交谊社改为营业性的
“
戏剧产

销合作社
” ,

主要任务是生产和租赁戏剧器材
,

买

卖各种服装
、

道具
、

布景
、

化妆品
,

油印剧本
,

派

出导演等
。

这个新的合作社
,

由中共小剧场支部胡

大中
、

黄振亚等人负责
。

太平洋战争爆发
,

日军进

人租界
, “

小剧场
”
戏剧活动也随之结束

。

春 期刊 《 江海文化 》
,

在华中根据地创办
。

谷风的新诗 《沉默的碉堡 》 在创刊号发表
。

春 冀中新世纪剧社主办的 《 诗与画 》 创刊
,

一面是画
、

一面是街头诗
,

主编远千里
。

春 山东清河区漫画研究会创 办 的 《群 众 画

刊 》 出版
。

春 八路军五旅政治部在胶东 创 办 《 前 线 画

报 》
,

主编鲁萍
,

不久更名为 《 战士朋友 》 。

〔上接 46 页〕 碑上浮雕了先生的像
,

令人肃

然起敬
。

许广平应邀参加 了纪念 碑 的 揭 幕

式
,

并在会上致词
。

鲁迅生前对北欧
、

东欧
、

苏联的文艺
、

版画
、

木刻等作品介绍给 中 国 读 者
,

原 苏

联
、

欧洲人民对鲁迅也表示敬爱
,

举办过多

次纪念活动
。

鲁迅先生不但是属于 中国人民的
,

也是

属于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
,

他永远活在人民

的心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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