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抗日战争中
,

我国南北的著名戏剧界人士荟萃重庆
,

与四川本

地的戏剧工作者相汇合
,

`

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
,

以戏剧为有力武器
,

从事热民族存亡的斗争
。

但是
,

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统治下
,

特别是

1 9 4 1年 r 月
“
皖南事变

”
后

,

在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
,

审查

的文纲与演出的重课税双把利剪
,

使影人剧人生活无保障
,

人身无保

障
,

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斗争着
。

有的穷困而不
,

有的积劳成

疾而倒下
,

有的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抗战戏剧捐躯
,

还有的被 日寇
、

被法西斯特务残酷杀害
。

一
、

为抗敌戏剧而捐躯的剧人

青年艺术家刘鸣寂 ( 19 19

—
1 9 3 9 )

,

四川 巴县人
,

他是我省早
期从事龄版画艺术的木刻工作者之一

。
1 9 3 7年初

,

与哪中铁等一起组

织重庆木刻研究会
。

抗战爆发后
,

他是重庆文化救亡协会戏剧队的主

要成员之一
。

1 9 39年 2 月
,

率重庆市业余剧团赴长寿宣传公演
。

公演

的舞台台面高出地面一米多
,

这 是四川常见的 “ 万年台
” 。

20 日
,

在

长寿的一个场镇演出时
,

刘鸣寂因劳累过度
,

失足坠放舞台下后脑重

伤
,

抢救无效
,

放 21 日身亡
,

年仅 20 岁
。

临危时他还鼓励大家坚持演

出
。

据 《 新蜀报 》 1 9 3 9年 2 月 24 日关于 《 刘鸣寂君逝世 》 之 消息报道

述
: “

闻本市育德女学
、

启明小学
、

青年职业互助会移动剧团
、

儿童

演剧队
、

全国剧协渝分会等团体
,

正筹备举行追悼及善后募捐
” 。

该

报敖 3 月 1 7日之 “ 文锋
”
副刊就刘鸣寂因公殉职发了 《 刘呜寂追悼会

启事 》
,

追悼会龄 3 月 18 日 ( 星期六 ) 午后在社交会堂举行
。

并发表

了两篇悼念文章
:
金满成的《悼刘鸣寂》

,

戈浪的 《 哭刘鸣寂同志 》
。

刘鸣寂用他年轻的生命
,

为抗战戏剧宣传
、

为在农村普及话剧
,

写下

了感人的篇章
。

二
、

在日寇铁蹄下遇难的四位电影界工作人员
1 9 4 0年 7 月 7 日

,

《 国民公报 》 的
“
电影战线

”
第 4 3期

,

刊载了
“
追悼电影界殉职工作人员特辑

” ,

( 图一 )
,

即追悼吕奎文
、

山本
熏

、

赵云泉
、

张顺德四 位国籍不同的电影工作者
。

他们死 的 形 式不

同
,

但都是死在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之下
。

中国电影制片厂放 1 9 4 0年 7 月 6 日举行迫悼会
,

纪念于 1 9 39年 7

月 6 日在 日机轰炸重庆殉难的吕奎文同志
,

他为该厂之主任秘书
。

刘

念渠
、

史东山皆著文悼念
,

称他是 一位电影战线上的优秀干部
。

山本熏 ( 1 9 0了

—
1 9 4 1 )

,

为 日本大阪市籍人
。

中 日 战 争 爆发

后
,

隶属侵华之
“
矶谷刘团

”
部

,

充任陆军军曹长
。

于 1 9 3 7年在江苏

合州向我军投城
,

入收容所后
,

经我方优容劝导和感化
,

甚觉 日本军

阀侵华之非义
,

故组织 日本反战同盟筹备会
,

向日本人民 作 反 战宣

传
。

1 9 4 1年 3 月
,

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影片 《 东亚之光 》 开拍
,

.

山本熏

所在的收容所组织
“
日本反战同志派遣 团

” ,

由沈起予率领到
`“ 中电 ”

参加工作
。

山本熏在 《 东亚之光 》 中担任重要角色
,

他工作热心
,

表

演深刻细致
。

有一天因为突发牙齿剧烈肿痛
,

送至宽仁医院后
,

经医

生精心 医治
,

终发现其病系日寇在作战时为茶毒我战区同胞而发放之

毒品所致
,

百般医治无效
,

于同年 3 月 15 日逝世
。

《 国民公报 》 在追

悼特辑中说
,

山本熏君死于 日本军阀侵略军之手
,

在 《 东亚之光 》 一

片工作中途而故
,

使人倍觉坳然
。

孙晓芬

到剔到酬酬引引刻引川l
·

纪念筑战胜利四+咫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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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泉 心 191 8

—
19 4 1 )和张顺德 (1 9 0 6

—
19 4 1 )

皆为
“
中电” 的工友

。

赵氏是浙江镇海人
,

八岁 父 母 双

亡
,

托养于亲戚处
。

成人后 习电业于上海
。

抗战开始在汉

口市电灯公司服务
,

武汉撤退时到渝
,

在市电料行一所工

作
,

经人介绍到
“
中电

”
任电工

,

1 9 4 1年 5 月邻日
,

因 日

机轰炸重庆
,

他来不及避入防空洞而被炸身死
。

张顺德为

江西人
,

在汉口加入 “ 中电 ” 当工友
,

在厂工作六年余
,

5 月 2 8日外出
,

敌机轰炸时遇难
。

三
、

在贫病中为杭敌戏剧而献身的剧人影人

沈硕甫 ( 19 0 3

—
1 9 4 3 ) 江苏吴县人

。

早年毕业放北
平艺术李院

,

对戏剧造诣颇深
,

抗日战争时期到四川
,

多

年从事戏剧事业和 出版事业
,

并任中华剧艺社总务主任
、

群益出版社经理
,

声誉卓著
。

孑然一身
,

为抗 战 剧 运奔

走
,

抱病操劳
。

中华剧艺社先在重庆南岸黄确埂的苦竹林

为社址
,

剧艺社的同志们睡稻草铺
,

吃饭有时接不上顿
。

沈硕甫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

为 中华剧艺社的演出组织工

作而奔走
。

他要帮助社长筹资联系肯借钱和募捐给剧社的

{翼鞭戴粼辫)
为沈硕甫出殡时

,

送葬的队伍越来越长
,

无形中成为了重庆进步文化界和进步人士的一次示

威游行
。

代新华日报 》 于 4 月 5 日
、

发出沈硕甫逝世的消息
,

( 图三 ) 8 日举行追悼会
,

由郭

沫若致悼词
。

《 戏剧月报 》 第一卷三期发表 《 悼沈硕甫 》 一文
。

沈西冬 ( 1 90 3

—
19 4 0 ) 原名沈学诚

,

笔名叶沉
。

浙江德清人
。

是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

电影艺术家
、

戏剧导演
。

他早年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
,

毕业后公费留学日本
,

在





芬犷炭…拼娜)
’

施超 ( 19 1 3

—
1 9该4 ) 原籍福建

,

生长于北京
,

梅参
.

加进步影剧活动
,

招34 年参加上海电通影片公司

公司拍摄的 《 狂欢之夜 》
、

《 夜半歌声 》
、

为著名 话剧 电影演员
。

,

主演
一

了名片 《 自
一

山神
《 青年进行曲 分

、

他于王9 3 3年到上

》 后
,

又在新华

,

特别是 代夜半歌声 刀影响最大
。

抗战爆发后
,

《 壮志凌云 刀 等片里 扮演上

”
于 1 9 3 7年 10 月 15 日即低重庆

,

以后加入 了

先后在重庆
、

施超加入
一

首批入 川 话剧团
“ _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
” 、

“
上海影人剧

业话剧团
,

千万 》
、

活跃于四川剧坛之上
。

《 放
一

F你的鞭子 》
、

《 全民总动员 》
、

上姆业末剧人协会
” 、 “

中华剧 艺社
”

等职

成都等地演出了 《 芦沟桥之战 》
、

《 流民
一

三

角团

《 黑地狱 》
、

《 阿 Q 正传 办
、

《 上海屋稽下 》

导演过 《 醉生梦死 公
、

亥求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历史剧 《 清宫外史 》
,

》
、

《 长空万里 》
。

他参加了

主演 《 大明英烈传 分
,

因劳累过度
,

任过话剧 《 武则天 》 的舞台监督
。

使原患的肺结核病骤然恶化
,

1 9 4凌年秋在成都

任天
,

演至第三幕即呕血而辍演
,

不久住进了四川省传染病医院
,

比江村略好一些
。 _

不久路曦因住院费和生活所迫
,

当 《 大明英烈传 分上演第

在其妻路曦的照顾下条件
离开他参加巡回演出

。

得总会指示
,

发起救助贫病作家的葬梢运动
, “

分会
”
几次给施超援助医药费

,

文学戏剧界

的朋友送去营养品
。

但施超不幸于 10 月 26 日辞世
。

《 新华日报 次于 10 月 2 8日第 3 版报道
“
剧

人施超病役成都
” 。

据当时 《 新 民报 )) 报道
:

施超丧事 由陶镜寰
,

应去 卫
一

和陈白 尘 仁持
,

决

定葬
“

外东包家桥侧
,

与诗人江村比穴
,

地均为友人车辐膊赠
” 。

在乐山演出队 路曦赶 回奔

丧
,

因车阻直至 10 月 3 0日才抵蓉
,

施 超 的 安葬在 n 月 2 !J 举行
。

文学戏剧界数百人在医院

举行了追悼仪式
,

百余人 冒秋雨送葬
,

穿城直到天福桥外
。

据当事人车辐回忆
: “ 茧然没有

仪仗
、

鼓乐和鞭炮
,

但气氛极其悲壮
,

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作家剧人的 一次抗议和

示威
。

记得送葬到墓地的有路曦
、

金淑芝
、

陶镜寰和 我
,

路曦和金淑芝坐鸡公车②
,

我和陶

镜寰步行
” 。

据车辐回忆
, “

施超与江村合葬后
,

陈亡!尘又请郭老题 了碑文
,

请姚宗汉 设计

了墓穴墓碑图
,

郭老题的碑文为
: `

剧工施超 诗人江村 君之墓 ”
, 。

墓碑由车辐经手建

造
,

在 工米高的红沙石墓碑上刻有郭沫若的手迹
。

可惜这块具有 文物 价 值的碑石在
“
大跃

琳 ” 几于扮按 居 枣 宝东价寡功 难 ljI 寻 不 丫
_

八图 七 图
/ \ 少



彭波 ( 1 9 1 1

一
1 9 44

`

)
,

第 一 个安葬在包家桥侧南冲大堰车辐母亲坟地里的
_

剧人
。

她是

中华剧艺社的职员
,

任保管工作
。

由于物价声涨
、

生活艰辛
,

她患肺病未能及时得到医治
,

营养奇缺
,

且在产后患了黄疽病
,

病上加病
,

不幸于 1 9 4 4年 3 月20 日在成都公立医院病逝
。

“
中艺

”
和彭波的丈夫沙风无钱买坟地

,

幸遇老报人 车辐仗义相帮
,

才幸免埋尸乱坟
,

得于

3 月 2 7 日下午入土安葬遗体
。

贺孟斧 ( ?
-

—
1 9 4 5 )

,

河 北 武 进人
,

著名导演
。

早年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戏剧系
,

抗 I
一

l战争前从事戏剧电影工作多年
,

在上海联华影片公 司任导演
。

抗战后首批入川
,

转入西

北影片公司
,

导演 了 《 风雪太行山 》 等影片
。

先后在
“
上海影人剧团

” 、 “
上海业余剧人协

会
” 、 “

中华剧艺社
”
执导

,

并任中华剧艺社理事
。

导演了 《 愁城记 》 、 》 风雪夜归人 》
、

《 离离草 》 等进步话剧
,

在话剧 导演和舞台美术设计方面皆有建树
。

1 94 0年 5 月
,

他翻译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 我的艺术生活 》 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

1 9 45年春
,

应中国万岁剧团之聘
,

回渝 泞演 《沐妇隆风雨 》
,

并导演中华剧艺社的 《 离离草 》 。

4 月下旬患恶性疟疾
,

入医院治

疗
,

已见好转 匆
,

忽 于 5 月 j0 日晨 9 时因肾中毒逝世于医院
。

( 图七 ) 5 月 12 日出殡
,

重庆

的编
、

导
、

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皆参加送殡
,

有的观众也 自动参加
。

6 月 28 日下午
,

中华全

国文协
、

中华全国剧协
、

中华剧艺社
、

中国艺术剧社
、

中国万岁剧团
、

中电剧团
、

中央青年

剧社
、

怒吼剧社等十团体
,

在重庆文化会堂举行贺孟斧追悼会
,

( 图八 ) 在追悼会上展览了

他的遗著
,

异演计划
、

译稿和照片等
。

贺孟斧身后甚为萧条
,

其妻方蓄 女士 到重 庆
。

成

都
、

重庆 和昆 明 各 地募 集贺孟 斧 子女教育基 金
。

贺氏生前甚为关心学生的话剧活 动
,

成都十个大学生剧团为纪念他的不幸逝世
,

在
“
成都文协

”
的关怀下

,

由中华剧艺社全力支

持
,

应 云卫任 导演
,

排演 《 上海屋稽下 》 ,

以
“
成都大学生剧团 为纪念 贺 孟斧

先生联合公演
”
之名

,

计演二十余场口
,

有十个左右大学生剧团参加
,

如
:
燕京

大学的
“
海燕剧团

” 、

四川大学的
“
剧 艺社

”
一

、 “
话剧团

” 、 “

研究社
” ,

华西

大学的
“ 天竺剧社

” 、

光华大学的
“
光华话剧团

”
以及华西坝五大学的

“
学生公

社剧团
”
等

。

四
、

国民党特务制造的杀害剧人的最大修案—
“
落江诊案

”

在文化专治上义统治下
,

进步作家随时都有进集中营的危险
。

有的剧人出于

爱国
,

演了进步话剧
,

而遭监禁
,

而遭杀身之祸
。

骇人听闻的
“
茶江惨案

” ,

就

是一个血淋淋的事例
。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所属 “ 忠诚剧团
”
阴

部份青年热爱抗 日爱国的话剧
,

为了排演好阳翰笙的历史剧 《 李秀成之死 》 ,

与

重庆戏剧界进步人 士有所交往
, `

并特 请戏剧家马彦祥导演该剧
。

1 , 4 0年初
,

赴

渝公演 《 李秀成之 死 》
,

( 图九 ) 李英主演李秀成
。

特务机关密报战干团教育长

桂水清
,

说 《 李秀成之死 分 足宣传共产主义
,

还说忠诚剧团中有共产党组织
,

井

上 J侧冻诚
,

以 《 防治异党活动办法 》 立即 .l’ 令镇压
。

忠诚剧团返 回茶江后
,

遭到

特务头子滕杰的残酷镇压
,

扮演李秀成的演员李英被活埋
,

其他参加演出的二十

儿 位青年被枪杀②
,

同时在战于团的五千余人员中清理共产党
,

被关押者不计其

数
,

饰演忠娘的女学生逃至重庆
,

向阳翰笙
、

陶行知等进步知名人士控诉这一惨

案
,

引起重庆各界人士之愤慨
,

众论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这 一罪恶行径
,

由新上

任 的国民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出面处理
,

才将被关押人员释放
,

但致伤致残者竟

达数
一

十人
。

也 当时章士钊愤然命笔作诗
,

呼吁
:

“
`
自古奇冤多

,

大者茶江狱
” 。

五
、

病故之剧人

朱双云 ( ? 一一 1 9 4 2 ) 我国早期话剧剧作家
、

戏剧史家
。

于 19 4 2年 3 月 3 1日

不幸在渝病逝
,

《 戏剧新闻 》 出特辑追悼朱双云
,

并介绍其生平
、

著作
。

姚宗汉 ( 了 -

一 1 9 4 5 ) 舞台美术家
。

他曾在 1 9 4 4年两次为江村和施超设计墓

穴墓碑
,

19 4 5年 8 月下旬病逝重庆
。

8 月 29 日
,

重庆戏剧界人士公祭姚宗汉
。

他

生前曾设汁了伉敌名剧 《 陌上秋 》
、

《 离离草 》
、

《 春寒 》 等
。

( 本文图 片 J
r

余
一

署名 者外
,

为乔大 鸣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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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红军长征
,

已经 以其雄伟壮阔的

画幅
、

气壮山河的旋律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
。

由于长征的英雄们坚

定地执行了党的政治
、、
军事路线和民族

,

统

战
、

宗教政策
,

因而得以纵横驰 骋 于 黔
、

淇
、

川
、

康
、 一

甘
、

青
、

陕等省区的 辽 阔 地

域
,

越过了苗
、

瑶
、

壮
、

侗
、

布依
、

土家
、

纳西
、

白
、

彝
、

藏
、

羌
、

回等十多个少数民

族聚居区
,

打退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截堵
,

翻过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
,

胜利地完成了

举世无双的战略大转移
。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五十周年
,

笔者借此机会将长征时期党的

宗教信仰白出政策以及在民族地区颁发的第
一 个宗教政策法规作一简略的介绍

。

一
、

长征时期党的宗教僧仰自由政策

中因共产党自成立之 日起就主张宗教信

仰白由的原则
。

早在 1 9 2 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县通过的 《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 关

于党的任务中就指出
: “

实行义务教育
,

教

育
.

与宗教绝对分离” 。

① 1 9 2 6年 9 月
,

中共
四届 ( 扩大 ) 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 农 民运

动议决案 》
、

《 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 沙
、

《 学生运动议决案 》 以及 《 关于济难运动的

议决案 》 等
,

都强调了党对宗教要持慎重态

度 ,’ 规定
:

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

际的冲突的机会 ; 不要积极地去反对迷信教

条 , 为了团结组织各种反帝爱国力量
,

革命

活动应不分党派
、

宗教
、

阶级等等
。 ②

1 92 7年 3 月
,

毛泽东在 《 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 》 一文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党对

宗教的态度和政策
。

他说
:
迷信观 念 之 破

除
, “

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 自

然而然的结果
” 。 “

菩萨是农民立起来 的
,

到 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 自己的双手丢开

这些菩萨
,

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厄丢菩萨
。

共

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
`

引而

不发
,

跃如也
, 。

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
,

烈

女祠
、

节孝坊要农 民自己去摧毁
,

别人代应

是不对的
。 ” ③到 l孕3 4年 6 月 16 日

,

红军 长

征前夕
,

以夏曦
、

关向应
、

贺龙
、

卢冬生署

名颁发的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
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 沿河各县神

坛诸同志书 》 中亦 昔重强调
: “

信教自由
,

保护神坛和不信神者的自由
。 ” ④

长征开始后
,

红军陆续进入 址会历史情

况都比较复杂
,

宗教信仰特别深厚的民族聚

居地区
。

当时
,

藏族
、

自族信仰沸教 , 回族

信仰伊斯兰教 ; 苗
、

瑶
、

彝
、

羌及纳西
、 _

_

七

家等族大多保持比较原始的多神崇拜和祖先

崇拜
,

部分人则信仰荃督教和天主教
。

这就

给 了党和红军以实践并逐步完善其宗教信仰

白由政策的极好机会
。

红军宣布和遵循的有

关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

“
回

、

番民族宗教信仰自由
” , “

念经

敬佛
、

当喇嘛听其白愿
” , “

准许人民信菩

萨
,

不愿 当喇嘛的准许还俗
” , “

反对伤害

注解
:

①刘传辉 :

19 8 5年第 1期
.

《 一杯黄上缕缕情怀一访抗日时期为外省 三剧人 献墓 地的 乍辐先生 》
,

《 重庆剧讯 》

②川西平原上一种木制的手推独轮车
,

可运载杏米副食
,

也可坐人
.

③ 《 剧坛失一名导演— 贺孟斧昨晨逝世 》
,

④任耕 : 《 回忆 ( 上海屋檐
-

⑤陈关英
、

季缤
、

窦晓红
:

《 新华日报 》 19 4 5年 5 月 1 1日
.

下 ) 在成都 》
,

《 抗战文艺研究 》 19 82 年第 3 期
.

《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话剧沾动大事记 》
, ·

《 抗战文艺研究 》 I , 83 年第 5

@ 石曼
: 《 、 李秀成之死 ) 于门条江惨采 》

,

《 创`川 1{
_

J报 》 1 0 5 5年 4 月 3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