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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 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击 日本侵略的一次伟大的

民族战争
,

1 9 37年 7月 7 日
,

日本悍然发动 了
“

卢沟桥事变
” ,

这标志着全国全面抗战的开始
。

随着上海
、

南京
、

广州
、

武汉

等地相继沦陷后
,

国 民政府被迫从武汉迁至重仄
。

重仄一跃成

为战时国民政府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教育的中心
,

被誉为国 民

政府战时的
“

陪都
” 。

这一时期
,

北方和沿海的文艺团体
、

文

化名 人都纷纷迁移至此
。

重仄又成为著名 文化人的聚居地
,

然

而这里到处被国民党军警
、

宪
、

特所把守
,

在国民党白 色恐怖

统治下
,

这里并非是文化人创作
、

生活 的
“

乐土
” 。

1 9 39年
,

中共 中央南方局在重仄秘密组建成立
,

从此国统区的进步文化

人在南方局领导下组成了抗 日的中坚力量
,

他们为争取抗战胜

利
,

团结一致
,

为抗 日而奔走
、

而呼号
、

而报效
。

保证 了国统

区文化工作遵循着共产党所指 引的方 向
,

在抗 日战争时期取得

了 巨大的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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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团体相继在国统区组建成立

抗 日战争时期
,

重庆成为战时的大后方
,

当时这里人文荟

萃
,

著名文化人为国统区文化艺术注人了新的血液和活力
。

抗

战爆发
,

许多有 良知的知识分子目睹侵略者的野蛮行径
,

在 国

破家亡的紧要关头
,

邪恶与正义唤起大批进步的文化人迅速走

上与抗战相结合的道路
,

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投身于这场 民

族解放运动中
,

从而促进了许多进步文化团体的成立
。

1 9 3 7年 1: 月至 1 9 3 8年 3月
,

在武汉先后成立了中华全 国

戏剧界抗敌协会 (简称
“

剧协
”

)
,

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

会 (简称
“

影协
”

)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简称
“

文

协
”

)
。

这些进步团体在宣传抗战的同时
,

推动了抗战文化运

动的发展
。

随着战时的变化与推进
,

这些文化团体随国民政府

从武汉迁至重庆
。

其中
, “

剧协
”

在重庆成立分会
, “

文协
”

抵达重庆后
,

立即开展总会会务活动
。

战时的重庆
,

随文化团体的迁人
,

文化运动得到空前的发

展
。

特别是作为全国文艺界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文化组织

的
“

文协
” 。

在抗战8年中
,

它在南方局周恩来直接领导下 自

始至终遵循 : “

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

略
,

完成中国民族自由解放
,

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
,

并保

障作家利益为宗 旨
”

的原则
,

成为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抗

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
。

为发展国统区的抗战

文化
、

文艺事业和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
。

2 抗日战争文化运动背景
2

.

1 国民政府阉割文化团体阻碍抗 日文化运动

抗战爆发后
,

国民党当局推行
“

消极抗 日
、

积极反共
”

的

倒行逆施方针政策
,

不仅以重兵压境破坏民众抗 日
,

而且还千

方百计地取消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
”

和
“

军事委员会政

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 (简称文工会 )
”

阻碍中国共产党宣传发

动民众抗 日运动
。

1 9 3 8年
,

国共两党再度携手
,

共同抗 日
,

实行了第二次

国共合作
。

在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直接

领导下
,

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
,

郭沫若任

厅长
。

1 9 3 8年 4月至 1 9 3 9年期间
,

第三厅荟萃了文化界精英 3 00

多人
。 “

第三厅
”

实际上是团结著名进步文化人士一致抗 日的

堡垒
,

它在周恩来的领导下
,

广泛团结了思想界
、

文化界
、

学

术界爱国的有识之士
, “

以笔杆子代枪杆
” ,

为抗战救亡而呼

喊
,

曾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抗 日宣传活动
,

而以抗战周年发

动的
“

七七
”

献金运动最为著名
。 “

献金运动
”

是由第三厅厅

长郭沫若
,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拟定的以献金为主要内容的
“

七七
”

抗战纪念活动方案
,

并在武汉演绎了一次震惊海内外

的献金壮举
。

这一场 民众的献金运动
,

迅速在全 国各地掀起
,

它不仅体现了千百万 民众在国难的危急关头对抗 日战争的支持

和伟大的奉献精神
,

而且也展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的

空前团结
。

文工会在南方局领导下不仅成为国统区的革命文化基地
,

而且举办各种讲座
、

演讲会
、

报告会
,

以学术活动的方式来

广泛联系群众
,

营造健康的舆论
,

推动抗 日民族运动
。

而郭沫

若则是这一时期
,

进步文化人代表人之一
,

正如周恩来曾评价

说 : 郭沫若无愧于
“

五四
”

运动中长大的一代
, “

他不只是革

命的诗人
,

也是革命的战士
,

无论从他的著作上和行动里
,

燃

烧着火一般的感情
。

他对祖国
、

对民族的热爱
,

是特别值得我

们效法的
。 ”

( 1) 19 4 5年 2月咒 日
,

在南方局领导下
,

文工会

投人了为争取民主
、

自由的签名运动
,

三百多文化人士在 《文

化界时局进言》 在签名
。

此次签名运动不仅令舆论界震动
,

更

令蒋介石暴跳如雷
,

下令严查
。

1 9 4 5年 3月 30 日
,

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下令撤销文化工作委员会
,

郭沫若在重庆天宫府街七

号召集会议
,

宣布文工会工作到此结束
。

2
.

2 国民党对国统区抗战文化工作进行严厉的限制

武汉沦陷后
,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
,

转移主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武装
,

这时
,

国统 区妥协空

气
,

反共声浪
,

忽又甚嚣尘上
,

抗战文化运动遭受着政治的
、

经济的
、

文化专制主义的三重压迫
。

在政治上
,

国民党炮制一系列高压政策对文化人进行迫

害
。

1 9 3 9年 1月别 日至 1月 30 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

会
,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 : 抗战和反共
。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

定了
“

溶共
、

防共
、

限共
、

反共
”

的反动方针
。

把政策的重心

由对外转向对内
,

国民党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 日积极反共的路

线
。

特别是
“

皖南事变
”

后
,

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加紧进行政治

压迫
,

而且还加强了文化统制
,

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高压政策

下
,

广大文化人没有创作自由
、

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
,

处在白

色恐怖之中
,

许多进步的文化人难以忍受这种精神折磨
。

在经济上
,

国民党对文化人进行压制
。

在国统区物价飞

涨
,

广大文艺工作者难以维持温饱
。

国民政府对抗战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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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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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施各种苛捐杂税
,

阻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
。

单戏剧演出
,

就

要缴纳娱乐税
、

印花税
、

救济捐
、

演出税
、

寒衣捐等等
。

这些

苛捐杂税使广大文艺工作者经济窘迫
,

生活 日艰
,

处于贫病交

迫境地
,

有的贫困致死
。

叶紫病逝时
,

连人硷的钱也没有 ; 王

鲁彦病故时
,

连买件衣衫的钱也没有
。

这些事例都说明国民党

践踏民主
、

迫害爱国进步文化人的罪行
。

在文化上
,

国民党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
。

在国统 区
,

国

民党大肆压制和扼杀进步文化
,

下令大量查禁书刊
、

剧作等进

行文化限制
,

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
。

1 9料年 1月别 日
,

国民党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表 1 9 4 : 年4月至 1 9 4 3年8月审查剧本

目录
,

不准上演者一百六十种
,

须修改后始准上演者七种
。

禁

演剧本中有 《草莽英雄 》
、

《风雪夜归人》
、

《秋》
、

《原

野 》
、

《石达开》 等
。

3 南方局领导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

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

为加强文化界的统战工

作
,

南方局专门设立了
“

文化工作委员会
”

(简称
“

文委
”

)
。

它主要负责领导国统区的文化工作
,

至
“

文委
”

成立以来一直坚

持以中共中央的统战思想为指导
,

从重庆及国统区的实际情况出

发
,

积极
、

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统战方针政策
,

紧紧依靠

文化界的进步力量
,

广泛团结一切爱国知识分子
,

开展了蓬勃深

人的抗 日救亡运动
。

1别。年9月 10 日
,

中共中央发出了在国民党

统治区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中 《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
。

指示

说 : 发展抗日文化运动
, “

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
,

而且是在思

想上
、

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
。

因此
,

在国

民党统治区域的党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
,

应把文

化运动的推动
、

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

上
。 ”

(幼 应动员与联合各阶层的知识分子
、

各部门的文化人

与青年学生共同投人这一运动
。

关于如何在各个文化部门中 (理

论的
、

政治的
、

学校的
、

社会的
、

文学的
、

艺术的 ) 推广与深 人

这个运动
, “

希望国民党区域的党部加以切实的研究
。 ”

南方局

遵照这一指示进行研究和部署
,

并决定由周恩来
、

凯丰负责文委

工作
。

在南方局文委的组织领导下
,

党在国统区的文化统战工作

和抗 日文化运动共同推进
。

南方局领导文化界开展的签名运动
。

围绕解散文工会
,

在

南方局的领导下
,

文工会从郭沫若起所有领导干部都投人了以

秘密方式发起的签名运动
。

1 9 4 5年 2月咒 日
,

重庆文化界三百余

人联名发表由郭沫若起草的 《对时局进言 》
,

要求召开临时紧

急会议
,

商讨战时政治纲领
,

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
,

并提出

废除一切限制人民集会
、

结社
、

言论
、

出版
、

演出等自由活动

之法令 ; 取消党化教育之设施 ; 停止特务活动 ; 释放一切政治

犯及爱国青年 ; 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
,

枪 口一致对

外 ; 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 ; 取

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
,

对英
、

美
、

苏采取平行外交等六项具体

意见
。

1 9 4 5年 3月 1 1 日
,

昆明文化界 30 0余人签名的 《关于挽救

当前危局的主张》 之后
,

1 9 4 5年4月 1 1 日
,

成都文化界 1皿人签

名的 《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 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统治
、

尽

快召开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

释放一切爱国政治

犯等 10 项主张
。

在南方局领导下
,

重庆
“

雾季戏剧节
”

获得演出成功
。

“

皖南事变
”

后
,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
,

国统区到处

都是军警
、

特务
、

宪兵肆意屠杀中共党员
,

逮捕左翼文化人

士
,

政治部文委会被特务盯梢
,

全国文协活动全部停顿
,

文

艺界的活动极少
,

戏剧界因环境及剧场限制难于发展
。

出版

界因印刷和检查之限制
,

日益萧条
。

国统区政治环境恶劣
,

文

化统治加紧
,

文化人被监视
,

出版新书亦减少
。

在周恩来同志

领导下
,

南方局文委对当时的形势进行深人的研究
,

1 9牡年夏

秋间
,

周恩来在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提出 : 重庆这个
“

死

城
”

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
,

我们对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

想个办法予以冲破
,

而留在重庆的文艺界朋友
,

也静极思动
。

又指出
:

在各种文艺形式中
,

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
,

能

直接和群众交流
,

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
,

影响比较大
。

并因

此和徐冰
、

阳翰笙等进行了仔细研究
,

决定从话剧方面发起
。

( 3 ) 这场以戏剧作为突破口来冲破国民党沉闷的政治空气的抗

战戏剧运动就这样孕育而生
。

1 9妞年秋至第二年春
,

因这段时

间重庆多雾
,

故又有
“

雾季戏剧节
”

之称
。

在重庆发动雾季戏

剧运动演出
,

首先筹办了一个民办的专业话剧团中华剧艺社
,

并于十月起先后演出了 《大地回春》 和 《天国春秋》
,

接着推

动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 《棠棣之花》
。

其他

一些剧团在此影响下
,

也相继上演了一些进步戏剧
。

这些抗战

进步戏剧的演出
,

在重庆人 民中引起了很好的反映
,

盛况空

前
。

沉寂的戏剧舞台活跃起来
,

文艺创作随之发展
,

许多好的

作品争相问世
。

至次年春
,

先后创作并演出的剧目达到了近百

出
。

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
,

由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 《屈原》 的

公演
,

轰动了山城
,

震动了国民党统治区
,

将雾季戏剧演出推

向高潮
。

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战文艺运动
,

以话剧为先锋冲破了

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禁锢
,

使国民党欲压无能
,

欲止无策
,

取得了第一个雾季大演出的胜利
。

在以后的三个雾季中
,

重庆

的戏剧工作者亦都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
,

一次又一次地把国

统区的戏剧运动推向前进
。

“

雾季公演
”

活动历时五年
。

所上演的剧目达二百余出
。

其中绝大多数在思想上
、

政治上都是进步的
、

战斗的
。

在发起

和参加演出活动的人当中
,

许多是文艺界的旗手和山城剧坛璀

灿的明星
,

如郭沫若
、

茅盾
、

阳翰生
、

田汉
、

夏衍
、

老舍等 ;

参加演出的团体包括当时重庆所有的著名话剧团体 ; 演出的剧

目包括 《棠棣之花》
、

《 日出》
、

《天上人间》 在内逾百个
,

其中产生的许多优秀话剧节 目传诵至今
,

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

财富
。 “

雾季公演
”

是抗战时期重庆市文艺界的一大盛事
,

在

国难当头的时期
,

起到了唤起民众
、

鼓舞士气
、

团结抗战
、

复

兴中华的作用
。

国统 区的文化运动是处在侵略者的铁蹄和凌辱
,

伪政权

的高压和限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的
,

虽然迂 回曲折
,

但在

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心和指导下
,

不仅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限

制
,

而且有力地挫败了国民党的文化统制
,

在此伏彼起地向前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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