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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盐阜区新四军文艺活动的内容和特色

徐成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摘要：在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军政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从1940年10月到1945年8月，活动

在盐阜区的新四军围绕抗日斗争，积极开展文学、音乐、美术创作和戏剧演出、歌咏等文艺活动。

宣传抗日，表现根据地新生活，体现出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昂扬的主旋律。而且文艺活动形式

多样、种类齐全，对抗战斗争和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活动产生了巨大形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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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为了坚持敌后抗日斗争，江南八

省红军和游击队在皖南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挺

进华中，开辟和建设华中抗日根据地。1938年陈

毅、粟裕率领东进部队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

日根据地。1940年8月，根据中央“向南巩固。向

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陈毅同志带领江南主

力部队渡江北上，成立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同时

开展了一系列对日伪的作战，开辟了以黄桥为中

心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取得了黄桥决战

的胜利。同时新四军东进部队与八路军黄克诚南

下部队在东台白驹胜利会师，从而建立了苏北抗

日根据地．迎来了苏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崭新局面。

“皖南事变”后，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斗争，1941

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刘少奇同志任政

委，陈毅同志任代军长。1941年3月把原苏北地

区划分为苏中和苏北抗日根据地，为巩固新开辟

的抗日根据地，团结广大民众，共同抗日，刘少奇、

陈毅同志在指挥军事斗争的同时，大力提倡并开

展根据地文化宣传与教育工作，以配合政治、军事

斗争。苏北抗日根据地主要以盐阜区为中心，盐

阜区所辖九县：阜宁、盐城、涟东、淮安、盐东、阜

东、建阳、滨海、射阳。由于新四军军部设在盐城，

1941年以后，根据地在盐城相继建立华中党校、

华中抗大五分校、华中文化事业委员会、鲁迅艺术

学院华中分校和文化村。苏北盐城成为了华中根

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革命斗争除

暴力革命外，还必须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一致对

外，共同抗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只有启发群

众的觉悟，打破封建专制思想，宣传抗El，才能使

群众自觉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去。因此，开展文

艺宣传活动成了苏北根据地的首要任务，这个活

动首先从军队开始，进而发展到群众性的文化活

动。从1940年10月到1945年8月，盐阜区新四

军积极开展文学、音乐、美术创作和戏剧演出、歌

咏等文艺活动。以其巨大的声势、丰富的内容和形

式，为世人所瞩目。

一、盐阜区新四军文艺活动的主要内容

盐阜区新四军文艺活动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

下进行的，抗战时期，一切为了抗日，一切同绕抗

日救亡运动。新四军一方面在军事上以武装斗争

反对武装侵略，另一方面倡导新文化运动，以科

学、民主反对愚昧的封建旧文化。新四军文艺活

动的目的，就是打击敌人，鼓舞军民，建设新文化。

(一)宣传抗日．表现爱国主义精神

抗战时期，盐阜区新四军文艺活动主要体现

在两方面f一是文学创作。二是文艺表演。从

1940年一1945年，军队文艺工作者和战士们创作

了大量的小说、戏剧、诗歌、音乐、美术等文艺作

品，表现抗日爱同题材的作品非常多。朱微明创

作的小说《女犯》，描绘了3名女战士，身受酷刑

坚贞不屈，表现了女战士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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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精神。小说中写“我”在黑暗中歌唱：

“我们是坚强的战士。满身有紫色的光芒⋯⋯打

走强盗得解放。”充分显示了“我”对胜利的信心

和爱国情感。中庸的小说《十年》既是对国民党

顽固派的控诉，又是爱国情感的宣扬。小说以第

一人称叙述故事：为了救国，妈妈被杀害，爸爸宣

传抗日，被国民党抓去。“救国有罪吗?”揭露了

国民党假抗日真内战的丑恶嘴脸。尽管如此。

“我”听从了爸爸的话。参加了新四军，救国救

民‘I]164-I(：6。1942年春，_--J)日i鲁工团根据阿英的

《海国英雄转》、《碧血花》改编演出了话剧《郑家

父子》，描写了郑成功坚持抗清、誓死不屈的爱国

主义精神。还有儿童诗歌《麦穗黄》，写麦收时一

家予哥哥打东洋，弟弟和爸爸收麦。麦子收完弟

弟说：“我去跟哥哥打东洋⋯⋯只为人生太平日

子好，儿去当兵保家乡。”””“启迪儿童保家卫国。

此外音乐作品也大量表现这一主题。如《反投降

小调》(孟波、四平词，盂波曲)：“八路军、新四军、

报国家救百姓⋯⋯你出力，我出粮⋯⋯打走鬼子

享太平。”歌曲号召全民出力，共同抗日。还有涂

克词曲的《白菜心》：“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

新四军，打仗总是打胜仗。””3动员人民参加新四

军，抗日打鬼子。军队文艺工作者还通过话剧表

演、歌咏、秧歌剧等形式宣传抗日，这些活动在根

据地随处可见。

(二)歌颂新四军，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盐阜区新四军早期文学创作和表演活动，大

多是表现战斗和英雄人物，以此鼓舞斗志，争取胜

利。吴蓟的小说《最后的一颗手榴弹》；写新四军

某部二排长，在战斗中子弹打光，只剩下一颗手榴

弹。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作者通过这一悲

壮场景的描写，刻画了新四军战士崇高的品质和

为革命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由许晴编

剧、刘保罗执导的《王玉凤》表现了新四军地下工

作者王玉风的机制勇敢和坚贞不屈。许幸之的长

诗《革命要用血来完成》描写新四军浴血杀敌的

事实，“革命要用血来完成，浴血就是革命的象

征“1J”。歌曲《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朱镜我

词，何士德曲)：“我们是无坚不摧的铁军⋯⋯谁

敢向我们进攻，谁就一定在我们面前灭亡。””1歌

曲歌颂了英勇顽强、能够战胜一切嗣难的新四军。

再如歌曲《中华民族好儿女》(许晴词，孟波曲)：

“春天的太阳放彩光，胜利的歌声响四方，我们是

中华民族好儿女，千锤百炼已成钢。”【4o热情歌唱
·2·

了新四军，号召人民反扫荡．迎接胜利的曙光。歌

颂铁军精神是早期新四军文艺活动的重要内容。

(三)歌颂共产党，表现解放区新生活

在苏北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反映

解放区新生活的作品。《大众知识》第五期刊登

了因医的小说《鞭子的风波》，小说主要描述了大

姑娘剪辫子的风波，未出嫁“大姑娘”要剪辫子，

可二爹不同意，还骂她败坏风俗。“大姑娘”在

“女同志们”的支持下，剪掉了辫子⋯⋯。这篇小

说某种程度上类似赵树理的(d,--黑结婚》，赵树

理写的是新旧两代农民之间的矛盾，小二黑在解

放区新政权的支持下，和小芹自由结合。“大姑

娘”剪辫子。必然与受封建思想影响的二爹产生

矛盾，但在“女同志们”的帮助下，冲破了传统习

惯势力，剪掉辫子。这是妇女解放的体现，是根据

地的新人、新事。林山的墙头诗《民选》：“下种要

下好种子，选举要选好代表，下种之后要拔草，选

举之后要检举．除草要除得干净，检举要毫不留

情。”H”形象地表现了解放区基层选举。再有

音乐作品《我们耍爱护苏北》(江星词、许以倩

曲)，歌词有“我们爱苏北，像自己的父母”。号召

军民爱护苏北、保卫苏北。此外，史白词、沈亚威

曲的《别处哪儿有》展示了解放区的平和，老百姓

安居乐业。“千条船、万条船，千条万条来往象梭

穿。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o优美的歌词无

疑是对解放区和平、宁静生活的赞美。还有新旅

陈明创作的《一条心》：“河里的鱼儿要有水养，老

百姓的军队要老百姓帮，新四军打仗在前线，老百

姓帮忙在后方，军民团结一条心，捍卫国家保家

乡。”¨Jl”歌颂了军民鱼水之情，这首歌后来在苏

北广为流传。

二、盐阜区新四军文艺活动的特色

(一)领导重视，身体力行

从1940年到1945年，盐阜区新四军文艺活

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重要原因就是刘少奇、

陈毅等军政领导的重视，这也是新四军文艺活动

的重要特点。

I．领导组织

在盐阜区新四军文艺活动的发展过程中，刘

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不仅直接领导和过问军

队文艺活动和军队文化建设，还多次在不同场合

发表有关根据地文化建设的讲话，指导根据地文

艺活动和文化建设。1940年10月陈毅同志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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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召开“文化人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文

化运动的意见》的发言，阐明了开展苏北新文化

运动的且标、内容和意义。在讲话中，陈毅同志指

出：“我们的文化运动是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解

放工农为目的的⋯⋯主张文化与实际战斗生活联

成一片，而且使文化成为战斗生活的反映和叙

述。”而目前苏北的“文化工作任务，就是服从建

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任务”¨"。2，号召文

化人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从而创作出反映广阔

生活的文艺作品。刘少奇同志在1941年1月和

6月在盐城两次召开华中局会议，讨论根据地的

文化建设。并在盐城先后建立了抗大五分校和鲁

艺华中分院。陈毅、刘少奇分别担任校长和院长。

鲁艺设立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和一个普

通班，师生达1000多人。并组织了鲁艺实验剧团

和抗大文工队。之后在苏北根据地又组织召开了

苏北文化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成立了苏北文协

及其下属的剧协、诗协、歌咏协、木刻协。陈毅同

志还亲自参加戏剧、诗歌座谈会，了解情况，提出

意见。此外先后组织了鲁艺实验剧团、抗大五分

校文工团以及新四军军部、新四军三师文工团，充

分发挥新四军专业文艺团体在根据地文化建设中

的作用。同时，随着根据地的发展，上海等地大批

文艺家和文化界人士纷纷来到苏北盐城，陈毅同

志亲自过问，为这些文化人专门建立了“文化

村”，为他们的工作、生活提供方便。为了搞好统

一战线，团结更广泛的人士参加抗日，陈毅同志提

倡井成立了“湖海艺文社”，吸收包括盐阜地区进

步士绅在内的各界文化人，积极倡导古典诗词的

写作，丰富了文艺活动的内容。此外，陈毅同志利

用各种关系，积极邀请国统区知名作家、音乐家、

新闻工作者到根据地，参加抗日文化建设。如著

名作家丘东平、诗人许幸之、剧作家阿英、著名新

闻工作者范长江等，有力促进了新四军文艺活动

的发展。正是由于军政领导对新四军文艺活动开

展的重视，才使得新四军各项文艺活动蓬勃发展。

2．积极参与

薪四军领导不仅直接过闷和组织新四军文艺

活动，而且积极参与。抗战时期到处传唱的歌曲

《新四军军歌》，歌词初稿是陈毅所写的新诗《十

年》，后经过反复讨论，集中大家意见。歌词由陈

毅同志执笔完成。鲁艺剧作家许晴创作的剧本

《重庆交响乐》．原名为《重庆二卜四小时》，正式

演出之前陈毅到大众剧场看排练，看过之后．指出

剧名要改，二十四小时是时间概念，没有实际意

义，建议改为《重庆交响乐》，重庆有各种声音。

此后此剧多次排演，受到了广大军民的欢迎。

1941年为纪念新四军成立四周年，要求创作并表

演三幕军史剧。为了写好剧本，陈毅同志向有关

人员每天口述新四军军史两小时，连续三天。仇

泊和沙地根据陈毅地讲解，顺利地完成了编剧任

务，创作了三幕话剧《新四军进行曲》。陈毅同志

不仅关心新四军各项文艺活动，同时还积极进行

诗歌创作。在1940年新四军与八路军黄克诚南

下部队会师时，陈毅就曾作诗一首《与八路军南

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未见者》：“江淮河汉

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表达了胜利会师

的喜悦、自豪之情。为搞好抗战统一战线。团结苏

北上层人士，陈毅同志带头提倡成立“湖海文艺

社”，积极推动古典诗词创作为抗战服务。并在

《盐阜报》发表了《悼韩紫翁》、《寄阜东杨、庞二先

生》(七律二首)等多篇诗词作品，与苏北名流和

进步的文化人士诗歌唱和，以诗会友，抒发爱国激

情，既达到团结抗战目的，又促进了诗歌的发展。

在盐阜区新四军各级领导都非常关心和支持新四

军文艺活动，新四军3师副师长张爱萍在战斗间

隙，还定期为新旅创办的《儿童生活》写长篇连载

《苏维埃儿童的故事》。

正是由于领导层面的参与，使得新四军文艺

括动能够在苏北根据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二)面向基层．全民参与

新四军文化建设和文艺活动首先从军队开

始，它是面向基层官兵。只有积极开展文化教育

和多种形式的艺术活动，才能教育和引导军民，激

发爱国热情，用进步的文化为抗战服务。

1．文艺创作要适应时代，适应服务对象

在苏北根据地，文艺工作者一直坚持文艺创

作围绕抗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来苏北参加

抗日活动的文艺工作者们既有一批文化界的名

人：阿英、贺绿汀、范长江等，同时也有许多来自上

海、南京等城市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他们创作的小说、报告文学、戏剧、美术、音乐

作品来自于部队和根据地的生活，都是战士们和

老百姓熟悉的内容和形式。比如教战士唱歌、举

行歌咏比赛，写墙头诗，战士自编自演话剧，文艺

活动到处生根+深受欢迎。鲁艺实验剧团表演的

话剧《一个打I’个》(刘保罗编剧)，剧情简单，主

要写一个老大娘，儿子是自卫队员．上前线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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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回一个伤员，藏在草堆中，汉奸带鬼子来搜查，

一无所获，鬼子抓走大娘。这时枪声大作，藏在草

堆中的伤员用一颗手榴弹炸死了敌人，汉奸也被

自卫队员当场击毙”J。故事内容很明确，就是打

鬼子，杀汉奸，大快人心，战士们有共鸣，自然受欢

迎。盐阜区林山等人提倡墙头诗运动，诗歌简洁

短小，富有战斗力。把诗写在墙上，用纸抄写贴在

墙上，既方便宣传，又能及时反映根据地斗争和生

活。如写新解放区人民民主：“鬼子来了——受

罪；伪军来了——开柜，新四军来了——开会(民

主)。”写游击战的：“高粱长。高梁短，青纱帐里埋

伏好，敌人来了——请他吃土炮。””叫”这些都

是反映抗日斗争生活，语言简短明了，符合战士们

的欣赏能力和习惯。

2．从上到下，人人参与

新四军开展丰富的文艺创作活动，是为了宣

传抗日，提高军民的文化思想水平，充分发挥战士

们的创作才能，人人都是新文化的建设者。这在

戏剧创作和演出上体现最为明显。在新四军文艺

活动中。戏剧成就最高，也最为普及。苏北根据地

建立之初，话剧是由专业团队表演的。如抗敌剧

团、抗大五分校文工团、鲁艺实验剧团、新安旅行

团等，这些团队的成员都具有一定的创作才能和

表演才能。而到了1945年，戏剧表演团队已遍布

新四军各部队。像驻盐阜地区的三师，团、营、连

都有文工队或戏剧社、戏剧表演小组。在部队打

仗时是战士．放下枪就搭台演戏是演员，战士们自

编自导自演。1942年为庆祝元旦、春节，新四军3

师2l、22、24团举行会演，历时十天。三个团一年

共演出话剧200多场，可谓声势浩大。正因为军

民的参与，才使得戏剧得到了普及，并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4形式多样，雅俗共赏

抗战时期，一切围绕抗战，服务于抗战。运用

文学艺术形式进行宣传，不仅可以丰富军民的娱

乐生活，也可以鼓舞士气，激发抗日热情。但文艺

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创作和演出，要让基层官

兵看得懂、听得懂。盐阜区新四军文艺创作，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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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易懂易记。再如墙头诗代表人物林山写的

“反扫荡”诗：“敌人象一条毛虫，蚕室我的家乡。

我们大家参加自卫队，反对敌人的蚕室，粉碎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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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新四军文艺活动真正做到

了文艺大众化，为工农兵服务。

总之，盐阜区新四军文艺活动在党的领导下，

坚持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文艺方向，各种文艺活

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为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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