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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敌剧社白手起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地

文艺”

八路军 115 师于平型关大捷后 , 聂荣臻率

领部分指战员奉命留在山西、察哈尔、河北三

省边界地区 ,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11

月 7日，晋察冀军区宣告成立，移驻河北阜平，

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当时，以 4 个红军宣

传员（黄日生、杨晋涛、丁开山、李纪保）为

基础，吸收当地知识青年和小学生组成了军区

政治部宣传队，负责书写标语和向驻地群众做

宣传工作，并与爱好文艺的机关人员一同组织

文艺演出。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的首次演出，是

在 1937 年 12 月 11 日纪念广州暴动十周年和

西安事变一周年的军民联欢会上，地点在阜平

县城内。演出前，聂荣臻司令员讲话，政治部

主任舒同率领全场观众呼口号。演出的节目有

独幕剧《松花江上》、哑剧《美人计》和相声、

魔术等节目。因为这次演出第一次用了抗敌剧

社的名称，就把这一天定为抗敌剧社成立的日

子。

最初，抗敌剧社的社长即宣传队队长杨克

武，抗敌剧社副社长由军区宣传部干事贾晓光

兼任，成员有红军宣传员黄日升、杨晋涛、丁

开山、李纪保，青年学生袁颖贺、古立高、赵

宝珊、刘如舟、栗茂章、单银香、赵林培、杨

更西、杨天祥、郝殿来、郭成林等。还成立了

艺术委员会。剧社的队伍也有所扩大，补充了

一些从延安、临汾学兵队和从天津来的知识青

年。

1938 年 9 月至 1939 年初这段时间，晋察

冀军区宣传队进行了整编，结束了宣传队的编

制和名称，正式定名为抗敌剧社。社长白瑞林，

副社长罗东，指导员丁明。剧社下设戏剧、舞

蹈、音乐、书画四个队：戏剧队长刘佳，副队

长那国忠、胡可；舞蹈队长王天一，副队长杨

晋涛；音乐队长郑红羽，副队长李纪保、今歌；

书画队长王明德，副队长袁颖贺。这次整编，标

志着一个政治宣传队向一个文艺工作团过渡的

完成。陆续有一批有业务专长的干部充实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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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有来自抗大的丁明、郑红羽、王

明德，来自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今歌，

来自冀中的郭剑秋等。特别是开始有

了女演员，先调来了军区供给部的陈

剑戈、李垒楠、戴卫宁和抗大的胡

朋，从此结束了演戏“男扮女装”的

历史。演出的节目丰富了，演出的水

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可以演出

多幕话剧，抗敌剧社才算名符其实。

后来，抗敌剧社几经整编，白瑞

林、罗东、汪洋、刘肖芜、刘佳等先

后当过剧社领导人。在战斗和工作

中，抗敌剧社先后与抗大二分校文工

团、华北联大文工团和冀中火线剧社

的部分人员合编。抗战胜利后，抗敌

剧社又吸纳了各分区剧社不少有实

力的成员，作为我军经过战火锻炼的

数以百计的文艺团体之一，成为在晋

察冀边区的剧社中建制历史最长、活

动范围最广、阵容最庞大、创作成果

最多的一个剧社。

抗敌剧社成员经常组成精干的

小分队，带上一、两把二胡，几支口

琴，一套锣鼓，活跃于部队、农村，

战斗在山区、平原，为群众演出，做

口头宣传，做战勤工作，以至跟随部

队参加战斗。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

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鼓舞了部队的战

斗热情，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成

为部队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也提高

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形成了艰苦朴素

的战斗作风。

抗敌剧社刚成立时，全部家当只

有一个洋鼓、几把胡琴和几只笛子，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有时一天只吃一

顿小米加红薯，两个人用一条毛巾、

盖一床被子。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

经常到剧社来和大家聊天、唠家常，

鼓励大家战胜困难，给大家出主意，

想办法，有时他还挥毫泼墨，有时优

雅地吹起笛子。他充满乐观主义的情

绪，感染了剧社的每个同志，大家自

己动手用罐头盒子、马尾鬃制作二

胡，用竹筒作笛子，在阜平县至今还

保留着当年用土堆起的舞台。晚上演

出没有照明，就在树杆子上吊上汽

灯。同志们打趣地说“这才是名副其

实的战地文艺”。1938 年 9 月的一

天，剧社前往山西五台县松岩口村为

庆祝白求恩创建的模范医院成立演

出，演出结束后，白求恩和聂荣臻

兴高采烈地与剧社的同志们交谈起

来。聂荣臻嘱咐大家“要深入生活，

向战士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用好

用活革命文艺这杆‘枪’”。白求恩兴

奋地说：“我是用手术刀给战士们医

病疗伤，让他们重新焕发战斗力，你

们给战士们注射的是精神的血液，我

们都在为真理而奋斗。”

1947 年 10 月，聂荣臻部署华北

部队在清风店地区全歼蒋介石嫡系

第 3军主力，歼敌 1.7 万余人，活捉

敌军长罗历戎。战斗结束后，战败被

俘的罗历戎，自称是聂荣臻的学生，

要求见老师。原来，聂荣臻在黄埔军

校时兼任政治教官，经常为学员上

课，那时罗历戎是黄埔军校的学员。

罗历戎见到聂荣臻后表示很惭愧，后

悔不该走上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聂

荣臻鼓励他努力学习，改造自己，悔

过自新。罗历戎没有想到解放军如此

宽待俘虏，善待败将。他非常感动，

把自己的心里话掏给了聂荣臻：“第

3军被你们打没了，枪也被缴械了。

不过，3军有一个 50 多人的军乐队，

演奏水平还不错，我这里有他们的花

名册，说不定能派上用场，这也算送

给老师的‘见面礼’吧！”几天后，

聂荣臻叮嘱时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副部长的张致祥：“尽快将国民党第

3 军的军乐队收容过来。”经过组织

上政审、鉴定和调查，最后确定留下

40 人，与抗敌剧社音乐队原有的 10

多人，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改编成

华北军区军乐队。后来，以此为基础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正式成立，

罗浪担任军乐队队长兼指挥。

抗敌剧社能演大戏，形成了演兵的

优良传统

抗敌剧社从成立的那一天，就是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从事部队文艺工

作的。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

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为革

命斗争事业服务，深入生活，深入斗

争实践，为创造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

而努力。这一讲话，在晋察冀文艺工

作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两个多月以

后，晋察冀军区召开文艺工作座谈

会。8月 6日，聂荣臻司令员到会作

了重要讲话。
◆剧社自己动手制作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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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结合晋察冀

的斗争实际情况，指出：尽管我们在

军事装备上低劣，比不上强大的敌

人和其他军队。但在文化武器这个

方面，我们的“装备”是并不落后

的，这是我们的优点和特点。他提

出要求，希望大家认识文艺工作在

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安心和热

爱文艺工作，力争成为戏剧家、音

乐家、美术家、文学家。他最后鼓

励文艺工作者：“伟大的作品将来一

定要产生，而且一定会产生在前线，

产生在堡垒附近。”

抗敌剧社的同志们根据聂荣臻

的指示，有重点地“下乡”与“入

伍”，较长时间同劳动模范、战斗英

雄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成长过

程，使自己受到了深刻的感染和教

育。编剧们很快写出了话剧《子弟兵

和老百姓》、《戎冠秀》、《李国瑞》等

一批作品，受到观众普遍的欢迎。抗

敌剧社从 1939 年至 1949 年，仅各

种形式的戏剧剧本创作就有174部，

演出 140 部。

这一时期，抗敌剧社演出了自编

自演的《松花江上》、《张家店》、《美

人计》、《顺民》、《林中口哨》、《溪涧

与洪流》及舒同亲自编写的《警觉》

等戏剧。1940 年 11 月 7日，抗敌剧

社和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

团联合演出苏联大型话剧《母亲》。

这一剧目，对八路军指战员起到了很

大的教育意义，也成了晋察冀边区

“演大戏”演中外名剧的开端。

1941 年，为纪念“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剧社集体创作演出了

以新旧社会妇女命运对比为内容的

大型活报剧《哭与笑》。剧社还排演

了曹禺的名剧《雷雨》。在 1941 年

边区文艺界第二届艺术节上，抗敌剧

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和联大文工团及

各分区剧社的同志还联合演出了一

个名为《跟着聂司令前进》的大型

活报，活报以自然山川做舞台，部队

和驻地群众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由凌

子风化装成聂司令员模样，骑马驰骋

于河滩，部队、游击队、民兵依次跟

进。抗敌剧社独唱演员陈群立于山顶

引吭高歌，男女老乡欢呼跳跃。

抗敌剧社演出的话剧《战斗里成

长》，就是在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创作作

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5

年 8月日本投降后，抗敌剧社于 9月

随军进入刚解放的张家口。为了向新

解放区宣传我党我军的各项政策，剧

社分别到工厂、街道、商店去深入生

活。20 天后，根据实际生活写出了

《望南山》、《墙头草》、《李甲长》等

6个独幕话剧投入排练。以两辆卡车

拼接起来做舞台，巡回演出于广场、

街头、工厂、学校。虽然是宣传剧，

却是群众的心声，而又情理交融。演

出队所到之处，群情振奋，共鸣强

烈。这一演出形式，是剧社演出史上

的创举。

解放战争期间，抗敌剧社随部队

转战前方。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潘自力曾告诉剧社的同志，聂司令员

提出，要剧社同志们了解与感受野战

部队的战斗生活。运动战与抗战中的

游击战不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

退，以至发展到攻坚战。在这样的新

形势下，剧社的活动不仅要为部队演

出，还要做战勤工作，或在部队行进

中做宣传鼓动工作。有时为了目标明

显，一些同志还穿上戏装站在路边鼓

动。大家还要押送俘虏，护送伤病员

到后方，组织与带领民工参战，在新

解放的城镇还要向群众宣传我党我

军的政策。抗敌剧社长时期的随军转

战，密切了和部队的关系，同时丰富

了各方面的生活，写出了独幕话剧、

歌剧《找担架》、《千里寻部队》、《欢

迎站》等。胡可创作的话剧《喜相

逢》，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聂荣臻对抗敌剧社关怀备至，规定

剧社调人必须经过他的批准

抗敌剧社存在的12年间，无论是

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抗

敌剧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与聂荣

臻等军区领导的关怀是分不开的。

聂荣臻从红军时期起就十分重

视文艺工作。1933 年在中央苏区，

他曾参加《庐山之雪》、《杀上庐山》

等话剧的演出，亲自编写了反映南昌

起义的四幕话剧《南昌起义》。抗敌

剧社演出的《松花江上》、《张家店》、

《美人计》、《顺民》、《林中口哨》及

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亲自编写的《警

觉》等戏剧，演出水平虽然不很高，

但聂荣臻一有空就去看，有时还要作

◆1940年11月7日，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苏联大型
话剧《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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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

聂荣臻很重视人才的培养。他

在1939年秋就对抗敌剧社的领导人

说：剧社若想出人才，必须多吸收一

些有一定基础的娃娃，早动手培养，

在战争中，也绝不能忽视对下一代的

培养。他的这一指示，不仅抗敌剧社

执行了，其他分区剧社也都执行了。

今天，不少当年的男女小同志田华、

华江、高虹、魏风、栗茂章、郝玉

生等就是那时候吸收来的。1941 年

春，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潘自力来

到剧社，向同志们传达聂司令员的

话。潘自力说，聂司令员有个建议：

“希望同志们注意写写我们这支新型

的人民军队，她来自人民，服务于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北伐战

争到南昌起义创建以来，经过 10 年

内战，到现在的抗日战争，为人民解

放事业，艰苦卓绝、英勇奋斗，在战

争中学习战争，发展壮大。这样的军

队，应当在作品里得到反映。”据初

步统计，在抗敌剧社的174部戏剧作

品中，就有 80 多个剧本是写兵的。

聂荣臻非常爱惜文艺骨干，他对

抗敌剧社的人才保留作了几条严格

的规定。1942年初，军区政治部主任

朱良才向剧社传达了聂荣臻的指示：

“第一，剧社里凡是有文艺才华，做

出过贡献的人员要调出去，都得经过

他批准；第二，剧社里女演员太少，

即使是符合婚恋条件的老红军团职

干部，也不许到那儿找对象；第三，

创作和演出的节目一般由剧社自己

定，顶多宣传部审查一下就行，他不

去干涉，叫别人也不要一味指责。”

正是因为有了聂荣臻的这几条

规定，才使“抗敌剧社”保持了稳

定，涌现出一大批当时和后来闻名于

全军乃至全国的剧作家、导演和演

员。有一次，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调汪

洋到冀东工作，忘了向聂荣臻报告，

聂荣臻发觉后命令立即追回。潘自力

急得连警卫员都来不及带，骑着快

马，满头大汗地追上了汪洋，心急火

燎地喊着：“聂司令员不同意你调走，

赶快回去换人！”汪洋爱上剧社的女

演员林韦后，便去向聂荣臻汇报自己

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自然而然谈到他

和林韦的恋爱关系。聂荣臻对他说：

“你们是我特批的第一对恋人，希望

你们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做个表率，

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聂荣臻的悉心

培养，新中国成立后，汪洋成为北京

电影制片厂厂长。进城后，聂荣臻曾

欣慰地对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

的汪洋说 ：“那时我就想到要保留你

们这些艺术人才了。现在看来，都留

下来了。”

1941 年 1 月 26 日是除夕之夜，

聂荣臻一直工作到下半夜两三点才

得以休息。大年初一早上，他就被抗

敌剧社儿童舞蹈队来拜年的小兵们

给叫醒了，起床一看，只见剧社的宣

海池、田华、华江等一群长得十分可

爱的 10 岁左右的小孩，穿着聂荣臻

批准发放的干部军服、吊兜儿马裤，

舞着霸王鞭，唱着歌向他拜年。聂荣

臻高兴地说：“谢谢你们，谢谢同志

们给我拜年。”“聂司令员，我们还没

有吃早饭呢！”宣海池肚子饿了。聂

荣臻笑了，向管理科人员说：“好啊，

快给他们煮饺子呀！”能在司令员

身边吃到一顿平时极难吃到的饺子，

对这些文艺小兵来说，简直是最高的

奖赏和享受。他们吃饺子的时候，聂

荣臻在一边端详着，叉腰欣赏着孩子

们那种可爱的吃相，流露出满心的喜

悦。他拿起电话告诉政治部：“小鬼

队拜年，要好好招待！”小兵们转了

一大圈拜完年，吃饱喝足之外，衣袋

里还胀鼓鼓地塞满了花生和红枣。

有一次，为了配合边区的大生产

运动，抗敌剧社为部队演出。演出前，

聂荣臻到后台看望演员。演员张华当

时穿得很单薄，聂荣臻发现后关切

地询问：“小同志，冷不冷？”张华

回答：“首长，我不冷。”聂荣臻说：

“还说不冷，看你的脸都冻红了。”说

着用他那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张华

冰冷的小手，直到暖热了又问张华：

“到部队想不想家？”张华激动地说：

“剧社比家里还好，领导和同志们比

父母兄弟还亲，我一点儿都不想家。”

聂荣臻高兴地笑了。

1942 年，晋察冀边区的斗争进

入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1942 年 1

月 15 日，聂荣臻在平山县寨北村出

席了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会议期

间，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等人向聂荣

臻提出，大家从战斗的第一线到分局

和军区来开会，希望能看到一些水平

较高的演出，譬如曹禹的话剧《日

出》，请聂荣臻问问抗敌剧社，能不

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聂荣臻马上把剧社社长汪洋和

指导员刘肖芜找来，转达了这一意

见，并说：“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农

民出身，只了解地主，不了解资本

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情况更

不熟悉，看一看《日出》这个戏有好

处。”仅仅经过三天的排练，演员们

就把这出话剧搬上了舞台。演出那

天，雪下得很大。搭在雪地里的帐篷
◆1940年10月，聂荣臻在边区第一届艺术节大会上讲话。

史林折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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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四周挖着一条燃着炭火的土

沟，以便为穿着单薄衣服和旗袍的演

员驱寒。聂荣臻兴致勃勃地坐在台

下，边烤火边朝演员们喊道：“加炭

火呀！喝酒哇！”军区政治部代主任

朱良才赶紧给演员们发酒，让每个人

呷上几口酒御寒，好脱去披着的棉衣

上台。演出服装是麻袋布和纱布做

的，剧中的沙发是驴驮子翻过来塞上

背包改装的，布景也是土法上马搞出

来的。三个多小时的演出，使身处敌

后的人们大开眼界，热烈的掌声在冬

夜的原野里经久不息。

1943 年 8 月，聂荣臻司令员奉

命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后，于

次年夏天托人从延安带来苏联卫国

战争时期的话剧剧本《前线》和《俄

罗斯人》，嘱抗敌剧社排练演出。他

希望剧社的某些指挥员从《前线》中

接受教育；边区广大军民从《俄罗斯

人》中，应了解苏联人民在德寇占领

区，是怎样顽强不屈地同法西斯强盗

进行斗争的。

1945 年 9 月，聂荣臻从延安回

到晋察冀，军区机关迁到解放了的张

家口。1946 年 1 月，抗敌剧社在人

民剧院演出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

聂荣臻在看完戏后走上舞台向大家

说：“剧本好，演员好，舞台工作也

好。以后平津的学生、专家、学者来

张家口，也给他们看这个戏。8年抗

战，晋察冀军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一

些活生生的事实，都能从这个戏里反

映出来⋯⋯”

1948 年 5 月，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迁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抗

敌剧社接受了给党中央和总部首长

演出的任务。6月 2日晚上，抗敌剧

社在自己创制的帐篷舞台上演出，周

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参加。第二天

上午，在一家院子里，周恩来接见了

参加演出的全体同志，对剧社演出的

《不要杀他》、《喜相逢》、《大庆功》

三个戏，一一谈了他的观感。周恩来

说：“二十年的部队文化工作，经过

了革命的四个时期，从萌芽到发展到

现在，则该是收获的时候了。总政要

总结这一工作，今天请傅钟同志来，

也是这个意思。”周恩来接着给抗敌

剧社提了要求“给你们三个任务：一、

创造出部队能唱、能演的各种群众性

的艺术形式；二、推荐十部上下的好

剧本流传下去、推广出去；三、写出

些经验，互相交流。”

贴近战士，贴近实战，抗敌剧社到

敌后开展“政治攻势”

1941 年 12 月 7 日，党中央提

出了一项重大的任务：向日本军队、

日本人民，向被日本侵略的各国各民

族人民，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更加

扩大的宣传运动。于是，在晋察冀边

区，一个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就

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抗敌剧社的同志

也分成两个分队和两个小组，参加进

这个战斗行列，开赴边区的南线。

有时，武工队把敌人碉堡封锁起

来，就在碉堡下演出。当在伪军盘踞

的炮楼下演出时，村里的村长或联络

员向炮楼上喊话：“弟兄们，边区的

演戏团来给演戏了，下来看看吧！保

你平安无事！”可没人敢下来。村干

部、武工队给伪军约法三章 ：“一、

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二、不准祸害老

百姓；三、不许向过路老百姓开枪。”

抗日的传单标语，贴到伪县政府的照

壁上，传单撒到行驶的火车上。敌占

区同胞看到了抗敌剧社的同志中还

有女同志，老大娘噙着泪花拉着她们

的手说：“八路军啊，快打过来吧！”

“看看老百姓过的是啥日子！今儿个

要棉花，明儿个敛铜铁，连门上的锁，

箱子上的吊吊都撬下来抢走了！”

抗敌剧社同志在武工队的密切

配合下，每天晚上都向敌占区展开活

动。每当太阳下山，大家便化好装，

提上汽灯，带着宣传品，迎着寒风，

趟过冰冷刺骨的河水，穿过敌人的层

层封锁，走向预定工作的村庄。这一

次的“攻势”活动，虽然只有十多

天，却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瓦

解了敌人的军心，使敌伪陷于一片混

乱。一些伪军纷纷找八路军敌工部门

“拉关系”“留后路”，还有带着妻儿

老小携械投诚的。就是在顽固的鬼子

兵当中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在这次

“攻势”活动中，抗敌剧社的同志共

去过敌占区的几十个村庄，经受了严

峻的考验和锻炼，还创作出了二十多

个小节目。

1942 年 3 月下旬，开始了第二

期“政治攻势”。抗敌剧社分成三个

队到边区西线活动。这次活动，虽

然只有十几天，但却更为严酷。有

几次，戏刚演到一半，枪响起来了，

敌人来了。演员们立即拿起枪和手榴

弹，跟随武工队投入战斗。把敌人打

退了，再回村来，接着演那没有演完

的戏。有时，敌伪的“宣抚班”“新

民会”刚离开村子，被他们强迫集合

来的群众还没散去，抗敌剧社的同志

们就进了村子，当场用事实戳穿了他

们的“八路军都被皇军消灭了”的欺

骗宣传。

1942 年秋，抗敌剧社又参加了

第三期“政治攻势”。这次是随分区

部队行动。一次，白天行军五、六十

里，一到宿营地，看到战士们已等在

村边打麦场上，热烈地欢迎剧社来演

出。抗敌剧社的同志们顾不上休息，

连忙解下身上的背包，一面派人教部

队唱歌，一面分头去搭舞台，借服装

道具，然后，赶紧化好妆就演出了。

一次，先头部队和敌人接上了火，抗

敌剧社就抓紧时间为在二线待命的

部队演出，正当剧情要求做效果时，

恰巧火线上传来了一声炮响，顿时台

上台下扬起一片欢笑。

抗敌剧社在 12 年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中，他们以笔为枪，用各种

文艺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唤起民众，

激励士气，为新中国而奋斗，立下了

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们的足迹遍布晋

察冀的山地、平原、乡村、城镇。

十二年来，他们在战斗中学习着，实

践着，长期和人民、和子弟兵生活在

一起，并为他们服务，从而使剧社的

全体同志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艺术

也有所进步，沿着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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