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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仆麟
:

乙移

抗 战 血 泊 一中 的
`

_

一 朵 奇 花

-
谈谈

“
孩子补团

”
的成长道路

廖 超 慧

抗 日烽火中诞生的孩子剧团
,

是抗 日斗争中的一支生力军
。

①它在党的母亲般的抚育下

成长壮大
。

在历时五年的时间里
,

一

孩子剧团行程一万六千余里
,

足迹遍布 了 苏
、

皖
、

豫
、

,

鄂
、

湘
、

桂
、

黔
、

川等八省区的五十七个县市
。

这 ~ 壮举
,

世所罕见
,

它为我国的抗战文学

史
,

抗战戏剧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

一

诞 生 在 杭 日
`

烽 火 中
( 1 9 3 7年 8 月 1 3日

—
1 9 3 8年 1 月 9 日 )

1 9 3 7年 8 月 13 日
,

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
,

8 月 15 日
,

上海戏剧界紧急动员
,

组成十

三个演剧队
,

宣传抗日
。

避难于上海沪西恩派亚戏院难民收容所的部分孩子
一

也积极投身抗 日

洪流
,

自发地组织起来
,

教难童们唱歌
,

识字
,

还到医院慰劳伤员
。

孩子剧团的萌生期便 由

此发端
。

r

他们的行动很快受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和重视
。

8 月下旬
,

王洞若等上海国难教育

社地下党组织负责同志决定
,

以 原上海杨树浦临青学校的学生为基础
,

吸收一些难童
,

成立

一个儿童宣传组织
。

同时委派原临青七
一

校党员教师吴新稼同志担任具体领导工 作
。

9 月 3

日
, “

孩子剧团
” 正式成立

。

民族的巨大灾难
,

社会生活 的急剧变动
,

抗战团体的锋起
,

是孩子剧团诞生 的 社 会 因

素
,

而故土沦陷
,

校园被毁
、

流浪生活以 及由此激起 的特殊感情
,

是促使这些孩子奔 向抗战第

一线的内在原因
。

孩子剧因的成员最大的只有 16 岁
,

最小 的年仅 8 岁
。

临青学校是中国共产

党和进步人士开办的
, 1 9 3 7年夏秋之季

,

在党的领导下
,

学校曾组织过一支歌咏队
,

经常利

用课余和星期天在校外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

临青学校 的学生
,

大多数是杨树浦的穷孩

子
,

有的是从东北或江南流落到上海 的
。 “

八
·

一三
” 日机轰炸沪东

,

临青学校幸存的孩子

们
,

站在倒塌的房前
,

面对着尸积如丘
,

血流成河的惨象
,

严酷的战争使他们早熟了
。

_

孩子剧团在党的怀抱里成长
。

从此
,

进入到形成期
。

剧团建立了最高领导机构—
干事

会
,

民主选举产生出干事会
,

其成员有
:
吴新稼

、

许立明
、

傅承漠
、

一

张宗元
、

张莺
、

罗真理

①慧琳 :
一

嵘孩子剧团欢迎会上 》
、

《 孩子剧团小史哆
,

` 新华日报 》 1 93 8年 2月1 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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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人
。

吴新稼出任干事长 ( 后改称团长 )
。

干事会下设总部
、

剧务部
、

工作部和生活管理

部
,

各部又设若干股
,

如生活管理部设健身股
、

伙食股
、

行李股等
。

他们还郑重地向社会发

布了 《孩子剧 团宣言》 ,

订立了
“
孩子剧 团公约

” , “
生活秩序表

” ,

建立了
“
值日生制

” ,

并将团员分成若干小组
,

每组五至六人
,

设小组长一人
。

定期召开生活会
,

检查卫生
,

督促

学习
,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

剧团宣传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增加 了戏剧
、

双簧
、

演讲等项目
,

担负宣传一个收容所二百多名小朋友和一个小先生训练班的工作 , 除编印课本外
,

还负责六

百 多名儿童的歌咏工作
,

组 织 ,’] 七童星期座谈会 ” ,
把上海十七个儿童团体团结在一起

。

更

可喜的是
,

他们的脚步迈出了难民收容所
,

跨入到社会的广阔天地
。

孩子剧团的恩派亚戏院

难民新舞台作第一次公演时
,

戏院老板百般 刁难
,

最后竟将他们逐出门外
。

面对这意外的打

击
,

孩子们没有灰心丧气
,

他们 以战斗者的姿态 作出了响亮的回答
: “

憋不死我们
,

走 ! 到

外面去演出 ! ” 他们走向社会的第一个宣传点是上海八仙桥菜场
,

演出的是话剧《捉汉奸》 ,

小演员纯真的感情
,

激起在场群众 对汉奸卖国求荣的无 比仇恨
,

甚至有人竟误将饰演汉奸 的

角色狠揍起来
,

可见演出反响的强烈
。

走向社会
,

使他们开拓 了视野
,

密切了与 群 众 的 感

情
,

增强 了斗志
,

为在艰若的环境 中经受磨炼打下了基础
。

1 9 3 7年 n 月 , 上海沦陷
。

大批文艺工作者撤往内地
。

孩子剧团也多次向组织表示
,

要到

前线去
,

到内地去
。

支持他们
,

让他们举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孩子剧团的旗帜
,

开始了新的

历程
。

对他们的转移
,

组织上作 了精心安排
,

给剧团增加了一名十八岁 的党 员林黎田担任领

队
,

仔细地为他们选择 了一条 比较安全的转移路线
,

沿途还安排有党的同志接应
,

并在经费

极端困难 的情况下
,

为他们筹集了三百元旅费
,

剧团成 员有 的装成小商小贩
,

有的扮成学徒

伙计
,

化整为零分五批奔赴当时的大后方武汉
。

在漫长 的旅途中
,

二十多名乳气 尚 存 的 孩

子
,

在敌人的烧杀抢掠之下
、

追捕搜查之 中
,

好不容易到达一个预定地点
,

可是那里早 已沦

陷
,

他们不得不改变原定路线
,

长途跋涉
,

行程三千里
,

历时五十三天
,

途经南通
、

扬州
、

高邮
、

徐州
、

郑州 等十三个县市
,

终于 1 9 3 8年 l 月 10 日胜利抵达武汉
。

他们不仅以惊人 的毅

力战胜 了饥饿
、

寒冷和疲劳
,

还抓紧 了路途中的分分秒秒读书
、

练功
、

排练
,

坚持了走一路

演一路的方针
,

即使吃不上饭
,

也不忘用歌咏
、

戏剧
、

唤起民众
,

激励自己
。

他们演出 《放

下你的鞭子 》 ,

激起过无数 群众对侵华 日军 的无 比仇恨
,

同时剧中的台词
: “

不苦
,

不苦
,

苦还在后面呢 ! ” 又成为他们在艰苦环境 中相互勉励 的 口头语
。

人们曾惊喜地 称 赞 他 们
:

“ 这一 切载 在神话和诗人们幻想中的情景
,

你们却用小小铁拳和钢铁般 的两足
,

踏遍了祖 国

的半壁河山
,

进行着你们历史未曾有过的伟大使命
。 ” ①谁能说他们不象经历过二万五千 里

长征的红军小战士呢 ! 谁能说他们不象征着中国抗战 的胜利呢 ! 是的
,

他们真正是
“
冲开了

敌人炮灰的勇敢
、

天真
、

活泼 的中国主人 ! ” ②

里浪印风明成 长 在 斗 争 的

( 1 9 3 8年 1 月 1 0 B

-
1 9 3 9年

孩子剧团历尽艰辛
,

胜利地到达武汉
,

进入了生命的成熟期
。

①许幸之
:

②茅盾
:

《 给孩子剧团公开信 》
,

嵘剧场艺术 》 二卷六
、

七期
。

《 记孩
一

P
甲

》
,

嘴少年先锋 》 一卷二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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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剧团在抗日的风浪里茁壮成长
, 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注意

。

周恩来
、

邓颖超
、

郭沫若

等负责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处给予他们以极大的关怀和保护
。

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则

千方百计企图把这朵
“
奇花

”
摧毁

。

一场扶持与摧残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
。

从上海到武汉长

途行军的阅历
,

开拓了剧团成员的眼界
,

他们深切地感到
,

只有坚持抗战 的中国共产党才是

中华民族的希望
,

.

而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派已成为民族的罪人
,

从而坚定了自己前进的方

向
。

他们一到武汉
,

团长吴新稼
、

领队林黎田在王洞若 同志的介绍下 立即赶赴八路军武汉

办事处
,

汇报转移 中的情况
,

并得到了明确的指示
:

王洞若同志仍 负责剧团党的工 作
,

有贡

大问题可直接请示邓颖超同志
。

一月二十四日
, 《新华日报 》 副 刊 以 《大 时 代 的 孩 子 们

— 在苦难中成
一

长起来》
’

为题
,

连续三天用整版篇幅报道他们从上海到武汉神话般的奇迹
,

同时刊发 了 《孩子剧团宣言》 和 ((孩子剧团之歌》
。

社会知 名 人 士 茅 盾
,

楼 适 夷
、

张 劲

夫
、

史良和一些救亡团体
,
中

、

小学学校代表
, 《新华 日报》

、

《大公报 》 记者先后到剧团慰

问
,

还作了现场采访
。

党还特地在八路军办事处为孩子剧团举行了隆重 的欢迎会
,

周恩来
、

叶剑英
、 ’

博古
、

邓颖超
、

叶挺
、

王 明
、

播汉年
、

孟庆树出
、

席 了欢迎会
,

会土周恩来和郭沫若

作了热情洋溢 的讲话
。

可是国民党反 动政府拚命污蔑孩子剧团
,

公开咒骂剧团成 员
“ 只是些

会耍猴戏 的娃娃
” 。

同时还阴谋 策划解散孩子剧团
。

早在剧团到达武汉前
,

郑州伪 国民政存

军事委员会就秘密与武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密谋进行收编
。

当剧团得知这一 情报后
, 全体成

员团结在干事会周围
,

迅速与先期到汉的王洞若同志联系
,

并制定了闭内纪律
。

一 到武汉
,

党就派人将他们顺利地接出车站
。

由于全体成员紧紧依靠党
,

团结一致
,

机智勇敢
,

很快粉

碎了敌人的第一次收编阴谋
。

然而
,

风浪并未平息
。

在到汉后 的
一
个多月中

,

国民党武汉特

别市党部曾多次诱逼他们搬进市党部去
,

孩子们敏锐地觉察到敌人 的险恶居心
, -

一向邓颖

超同志作了汇报
。

邓颖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

这是要
“
把他们关起来

” ,

她斩 订 截 铁 地

说
: “ 绝不能去

,

推辞他
” 。

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

于是又采取突然袭击 的方式
,

妄图以既

成事实的手段扼杀孩子剧团
。

1 9 3 8年 2 月中旬的一天
,

下午三点钟左右
,

国民党市党部秘书

对吴新稼威胁说
: “

市党部开了会
,

决定把你们收编到市党部去
。

明天早晨八点争{
,

派车来接

你们
,

准备好
,

不要耽误 了 ! ”
形势急迫

,

干事会及时去八路军办事处请示
,

当晚十二时许

周恩来同志办事回来
,

决定让他们折资黄石
。

孩子们乘上五点半开往黄石的轮船
.

逃离了虎

口
。

周恩来
、

郭沫若等为了保护孩子剧团
,

一直 与国民党当局进行着斗争
,

终于 争取到将孩

子剧团编为郭沫若领 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 第六处第一科
。

在周恩来同志和长江局领导下
,

建立了秘密党支部
,

吴新稼任支部书记
,

党员从两名发

展到九名
。

全团定编六十人
,

由三厅发给生活费和工作费
,

由第六处处长 田汉
,

第一科科长

洪琢直接领
一

导
,

陈乃 昌任指
一

导员
,

负责文化学习 ` 聘请常任侠同志担任语文教员
,

曹荻秋同

志教授英语
,

还特约徐特立同志作
“
学习方法与态度

” 的演讲
。

1 9 3 8年 4 月
,

孩子剧团进驻

第三厅所在地武 昌昙华林
,

在那里与十个演剧队
、

四个宣
、

传队和一个漫画宣传队集中训练
。

由政 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亲自作形必与任务的报告
,

郭沫若
、

田汉
、

石凌鹤
、

马彦祥
、

石

云卫等讲授戏剧理论
,

戏剧常识等课程
。

为适应战时生活
,

还进行了军事训练
。

集训期间
,

团员们运用学得的理论知识编排节目
,

参加汇演
。 _ 一 _

_ _
_ _ 、 _

_ `
.

孩子剧团运用文艺宣传这一武器紧密配合形势
,

始终坚持抗 日民主的大方向
,

以唤起民众

的抗战意识
,

实现组织民众
、

武装民众
、

动员民众反侵略战争为目自乍 他们表演 的节目内容

一 56一



也日益丰富
,

形式更加多采多姿
。

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纪念上海人民 “ 一
·

二八
”
英勇抗战

六周年时
,

孩子剧团积极参加演出
; 配合 国际反侵略宣传周 ,’) L童 日

” ,

他们公 演 了 精 采

节目 ; 在送戏进厂
、

送戏下乡
、

送戏到前线的各种宣传中
,

孩子剧团也从不肯落后一步
。

他

们到汉阳兵工厂上演抗敌宣传节 目
;
为筹款救济武昌裕华纱厂失业工人义演

;
为激发广大农

民的抗 卜}热情举行联合公演
。

特别是在汉口 中华影院为负伤将士表演的 《歌八百壮士》 ,

激

发起千万抗 日官兵革命的乐观精神和坚守武汉的决心
,

而在汉 口孙中山先生铜像前
,

他们那

《保卫大式汉 》 的儿童大合唱
,

情真意 切
,

感染了广大观众
。

他们还贴墙报
,

办副刊
,

现身

说法宣传抢救儿童的意义
,

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
,

到处有他们矫健的身影
,

在抗战的大舞

台
_

卜
。

充分显示出轻骑兵 的巨大战斗力量
。

琶
一

孩子们常说
: “

我们并不是为演戏而来
,

而是为 了救国
,

为了讨论我们小朋友应该怎样

来救国玲护
。

①他们认为大人们有了组织
,

儿童也应该有自己的组织
。

他们认为演出不仅仅 是

宣传群众
、

唤起群众抗战意识的工具
,

更重要的是通过演出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政策
、

抗 日目的传播到群众 那里去
,

进而把群众组织起来
,

武装起来
,

结成一支声势浩大纸

抗 日大歹
,

去击溃 日寇 的侵略
。

在武汉
、

衡山一带
,

孩子剧团播下了抗 日的种子
,

结下了累累

硕果
.

{ `
童救亡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

开封扶轮小学的孩子们
, “ 在阅览室 里看见了上海孩子

剧团的名字和他们的工作介绍
” 后

,

于 1 9 3 8年 3 月 8 日成立了开封孩子剧团
,

活跃在中原大

地上
。

②武汉的儿童救亡组织更是不断兴起
,

异常活跃
。

在保卫大武汉
、

抢救儿 童 的 活 动

中
、
孩子剧团敏锐地感受到

,

只有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
,

才能有效地开展活动
。

于是他们

发出 弋汉儿童救亡团体联合起来 的号召
,

十二个武汉儿童 团体很快联合起来
,

成立了武汉儿

童工作队
。

工作队设立了宣传
、

总务
、

出版和联络四个部
,

聘请田汉
、

安娥
、

史良等担任指

导
。

了充定
“ 儿童星期座谈会

”
为工作队每周例会

,

以交换工作
、

讨论工作方法
、

报告工作经

验
,

推动儿童救亡工作的发展
。

工 作队成绩斐然
,

成为保卫大武汉战斗中的一支生力军
。

他

们在当年的新兴横街广场
_

! :
,

以生动的表演鼓动起
“
千百个拳头象桅杆般举 起 来

” ,

发 出
“ 我们要组织起来

,

保 工l大武汉
” 的誓言

。

不到半月
,

他们写出了上千封热情洋溢 的慰劳信
,

举犷犷了多次军民联欢会
,

致使抗 日将士们被他们的歌声
、

话剧 “
感动得流出许多眼泪

,

燃烧

起旺盛的热情
” 。

儿童工作队晚间演出居多
,

白天他们组织儿童反侵略大游行
,

为募捐寒衣

开反儿童贩报献金活动
。

他们炽热的爱国行动
,

赢得不少家长 的信赖
,

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

进工作队和保育会
。

广大儿童在他们的影响下
,

投身入抗 日救亡宣传队的行列
。

大汉沦陷前夕
。

孩子剧团先行撤退到湖南衡山
,

在那里
,

他们除坚持公演外
,

还借当地

的两种 日报办了 《衡山儿童周刊》 和 (( 孩子剧团周刊》 ,

介绍孩子剧团的工作
,

讨论和研究

衡山儿童问题并影响邻近各县儿童工作
。

趁校对
“ 周刊 ” 之便

,

他们把抗 日歌曲
、

戏剧带进排

字房
,

激发
,}旦工友 的抗 日热情

。

衡 山儿童纷纷要求参加他们 的剧团
。

由于经费困难
,

孩子剧

团采取 寄居的办法扩大组织
,

即生活由家长负担
,

学 习
、

工作
、

教育享受正式团员的待遇
。

孩子剧团的事迹飘洋过海
,

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刊发表了报道和评论
,

苏联基辅先锋队

寄来了贺信
,

巴黎陆璀女士寄来了捐款
。

①张莺等 《 我们是怎样到武汉的 》
,

《 新华日报 》 19 3 8年1月名生巳
。 _

_

_

~

②刘玉柱
: 嵘活跃在中原上的开封孩子剧团》

。

嵘新华日报 》 1 9 38年 9月2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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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精心培养
一

民 孩子剧团在演出的形式和技巧上也大有长进
。

他们既考虑到抗战文

艺 作
,

份
;

需要短小精悍
、

.

富有鼓动性的特点
,

又注意了它在演出中容易出现单调
、

松懈
、

衔接

不紧的 色病
,

因此着意提高安排节 目的技巧
,

采取不同形式 的节目穿插演 出
。

以歌咏和戏剧

为主
·

同时穿插舞蹈
、

快报
、

演讲等形式
。

这样
,

既调节了观众的情绪
,

使人感 到 节 目 紧

凑
、

活泼
,

保持演出场地的热烈气氛
; 又便于各种层次的观众理解节目内容

,

达到宣传群众

的目的
。

孩子剧团创造性地运用大众文艺形式为抗战服务
,

有着鲜明的特色
,

他们不愧为大

众文艺的天然拥护者
,

忠实实践者和勇敢的创造者
。

在武 汉及其衡山等地 的一年是孩子剧团发展的成熟期
。

他们在暴风雨中搏斗
,

以强烈 的

爱僧
,

顽强的斗志
,

大胆的探索和纯熟的技艺显示出他们的 日趋成熟
,

实现 了周恩来同志斯

望他们做 到的
“
救国

、

革命
、

创造
” 。

象火种一般
,

点燃 了广大民众心中的抗 日烈焰
。

人们

欣喜地看到
,

在 “ 这伟大的新时代
” , “ 创造出了最聪明

、

最优秀的儿童
” ,

赞扬 他们是在

完成
“
实际拿起枪杆子

.

在民族解放的战场
,

负担起捍卫国土
,

收复失地的伟大使命
” ①

。

前 进 在 泥 泞 的 道 路 上

( 2 9 3 9年 1 月 8 日

—
1 9 4 2年 9 月 )

孩子剧团在衡山短暂停留
,

随即辗转于长沙
、

桂林
、

贵阳
、

遵义等地
,

于 1 9 3 9年 1 月 g

日抵达重庆
。

1 9 3 9年下半年
,

国民党强迫改组 第三厅
,

令孩子剧团全体成 员加入三 清团
。

孩

子们在郭沫若同志的领 导下
,

采取拖延
、

应付的办法
,

与国民党对抗
。

1 9 4 0年秋
,

国民党 当

局又下令将孩子剧团编入重庆卫戌司令部政治部
。 “ 要同敌人斗争 ! ”

孩子们从周恩来同志

住处
,

曾家岩 50 号得 到明确指示
:

决不能到重庆卫戌司令部去 ! 应尽量运用社会上的
一

切力

量
,

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力量进行斗争
。

遵照党 的指示
,

他们先后找 中苏友好协会名誉会
一

长孙

科
,

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交涉
,

但事情未得到解决
。

最后通过团员翟 文 清 的 关

系
,

与冯玉祥先生取得了联系
。

在冯玉祥先生 的帮助下
,

孩子剧团才算暂免收编
。

但国民党

反动政府对孩子剧团救亡工作的限制
,

阻挠却变得更加利害
。

在涪陵
,

国民党派宪兵队排长

监视孩子剧团
,

致使儿童工作座谈会和观看演出的人数越来越少
。

剧团面对这险恶 的形势
,

派出与那个排长同乡 的团员赖迁与之周旋
,

故意透露假演 出地点和时间
,

使之扑空
,

以保证

演出的胜利
。

在江津
、

峨嵋等县
,

反动派用控制剧场
、

禁止举办抗 日丛书展览
,

拒不代发戏

票等手段和 以
“ 新兵没有知识

,

蛮得很
,

出了事不好办
”
为借 口 ,

千方百计破坏孩子剧团抗

日救亡工 作的开展
。

但这一切
,

怎能使觉悟 了的孩子们屈服呢 ? 他们一面义正词严地揭露敌

人的阴险
,

一面机智勇敢地进行抗日宣传
。

在沪县
,

孩子剧团成功地组织 了别开生面的火炬

游行
,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1 9 3 9年
,
沪县地区国民党在沪州公园举行所谓各界纪念大会

,

借

纪念抗敌两周年之名
,

行反共宣传之实
。

嚣张的反革命行动
,

激起孩子们的极大愤怒
。

在队

委会的支持下
,

孩子们分头联系小市兵工厂 的工人
、

第七保育院的儿童以及小学师生举行火

①季仁
.

嵘回忆武汉劳动童子军 》
,

咬新华日报 》 19 38年 4月 1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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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游行
。

当晚
,

爱智小学的鼓号队率先出发
,

游行者高举火把
,

一边唱歌
,
一边高呼

“
纪念

一

抗战两周年
,

军民合作
,

抗战到底
” ! “

打倒卖国大汉奸汪精卫 ! ” “
打到鸭绿江

,

收复一

切失地 ! ” 的口号
,

天街小巷的群众被 他们的激情所感染
,

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

险恶 目的
。

孩子们还到监狱中
,

用歌声燃起
“ 囚犯

”
对敌人的仇恨

。

他们深入国民党的中央

军校
、

航空学校
、

兵营
,

以他们诚挚的感情唤起官兵 的抗 日热情
。

严酷的斗争生活
,

把孩子

们锻炼得勇敢机智
、

爱僧分明
。

政 治形势的逆转
,

国统 区文艺创作的特点与抗战初期大有不同
。

为了在险恶 的环境中
,

揭

露和控诉反动派的罪行
,

鼓舞人 民的斗志
,

文艺工作者广泛采用历史剧
、

讽刺剧等形式进行斗

争
。

孩子剧团在重庆也 以演剧为主要斗争手段
。

他们上演 了石凌世先生根据孩子剧团的战斗

经历创作的 《乐园进行曲》 ,

剧本前四幕 写孩子剧团的成长经历
,

实际就是揭露 国民党的投

降嘴脸
。

这个剧反响强烈
,

连演不衰
,

轰动 了山城
,

吓得国民党反动派只好撕下伪装
,

发出

禁演令
。

但孩子们不避险恶
,

不怕打击迫害
,

仍然坚持上演
。

团员张莺将张天翼 的童话小说

《秃秃大王 》 改编成儿童讽刺剧
。

蒋介石是光头
,

住在上清寺 , 而剧中的秃秃大王也是个秃

头
,

又正好住在上清宫
。

为使此剧顺利上演
,

孩子们巧妙地将
“
秃秃大王

”

改为
“

猴儿大王
” ,

将
“ 上清宫

”
改为

“
万福宫

” 。

令查禁大员无可奈何
。

演出同时
,

孩子们还特地在说明书上

添 上了十六个大字
: “ 猴狼猪狗丑态毕现

,

魔鬼怪物恶象齐全
” 。

观众对此心领神会
,

十分

欣赏
,

一时间
“
秃秃斗秃秃

”
的笑话传遍了山城

,

演出盛况空前
。

在抗战文艺大军 中
,

孩子剧

团是一个机警的小兵
,

冲锋在前
,

无所畏惧 , 在抗战文艺的大合唱中
,

又是一个强音
,

总是

那样合拍而又响亮
,

显示出与整个抗战 曲调的谐调美
。

19 4 1年下半年
,

国民党对孩子剧团的控制和迫害愈加严 重
。

三青团干事李清灿调任孩子

剧团的
“ 指导员

” 。
1 9 4 2年 9 月

,

又撤换剧团原来的全体干部
,

改派三青团骨干分子和中央

政治学校教官接管
,

改任李清灿为团长
。

孩子剧团 的正常生活和 活动受到特务的监视
,

天天

都有化装特务窜到孩子们 的驻地
,

随意搜查
,

孩子们无法忍受这种践踏民主
、

侵犯人权的黑

暗世道
,

他们多么渴望 明朗天空下的自由生活啊 ! “
葵蕾倾太阳

,

物性固难夺
” 。

不少人冒

着生命危险偷偷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

坚决要求到延安去
。

为了执行党 在 国 统 区隐蔽精

干
、

积蓄力量 的方针
,

周恩来同志指示把孩子剧团的骨千和大部团员撤离出来
,

孩子们终于

挣脱了国民党反动派 的控制和压迫
,

实现了多年的心愿
。

至此
,

孩子剧团走 完了它五年多艰

难而光辉 的历程
,

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
。

剧团成 员有的转移到郭老主持的文化工

作委员会
,

有的进入 国立戏剧学校和 国立音乐专门学校学 习
,

有的奔赴到革命圣地延安
,

有

的到了广东
、

昆明
。

他们 以战斗的英姿继续活跃在广裹的祖国大地上
。

他们所走过的道路
,

将永远载入抗战文艺的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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