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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辉千古风霜铸情

——扬帆在盐阜区文化活动纪事

于 盐
(盐城市委党史办，江苏盐城224005)

摘要：“皖南事变”的首批突围者扬帆，来到盐城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在陈毅代军长的直接领导

下，积极投身根据地文化建设事业，组建“文化村”，发起成立“湖海艺文社”，团结八方云集此地

的文化名流，为抗战宣传，为苏北新文化运动。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文化活动，在华中乃至

全国产生较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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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这个“潘扬事件”的当事人，他的一生

是传奇的一生，更是坎坷曲折的一生。20世纪80

年代初的春天里，结束了25年冤狱生活的扬帆，

回首往事，捡拾自己沧桑的历史残片，百感交集，

觉得最为充实、舒心和怀念的。还是自“皖南事

变”突围后抵苏北盐城，参加根据地文化建设的

一段难忘的岁月⋯⋯

皖南来的首批突围者

扬帆祖上是常熟知名的书香门第。参加新四

军前，他在上海从事文化戏剧界救亡协会工作。

1939年初，皖南新四军军部要求上海地下党支援

一批知识分子去加强文化工作。扬帆以上海地方

协会派赴三战区的“慰劳三战区将土演剧团”副

团长(团长为吴大琨)的身份，率领五六十人的队

伍于同年3月辗转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由于新

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坚决挽

留，扬帆改变了回上海汇报工作的主意，同意留在

军部从事文化工作，不久叉调至军部担任中校秘

书。1940年初任军法处科长。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

后，扬帆在突围中与部队走散。凭着对党坚定的信

念和顽强的意志，与胡立教一起克服多种险情和

困难。冲出敌人的封锁区，终于找到溧阳新四军江

南指挥部政委廖海涛。经廖安排叉穿过敌人的封

锁线，2月中旬到达苏北东台。当扬帆他们满眼

泪花地握着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一师师长粟裕的

双手时，才真正体会到“到家了”的幸福感觉。陈

毅当时就说：“你们(还有胡立教、叶超等人)是

‘皖南事变’中突围到达苏北的第一批干部。”

后来，扬帆曾吟诗一首。以纪念初到苏北与陈

毅的会面与谈话：

《谒陈公》

儒将丰姿犹昔健，殷勤垂询劫馀身。

挑灯细认风霜迹。拔剑时闻叱咤声。

扼腕常嗟孺子算，横眉还恨妇人仁。

频频注目华中笑，十万旌旗杀气腾。‘

扬帆等人在东台稍事休整后即赶到盐城军部，向

政委刘少奇详细汇报事变经过。刘少奇肯定了扬

帆等人归队的行动，并根据他们汇报的“皖南事

变”的具体材料，立即草拟了向中央的报告。

鉴于“皖南事变”后突围干部的陆续到来，刘

少奇任命扬帆和胡立教担任“皖南突围干部审查

委员会”委员。凡归队的新四军官兵，均需经过军

部审查委员会严格的审查，过关后才能重新安排

工作。不久，陆续从皖南分散突围到盐城的新四

军将士达到三百多人。他们都先后接受了审查，

其中包括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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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村”的村长

1941年夏季，在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的第一

次大“扫荡”前夕，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迁到

阜宁农村的停翅港和汪朱集，设在盐城的文化机

关、团体也随军部一并迁抵阜宁。

年底，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上海

的英法租界和香港相继被日军占领，许多从事抗

日活动的进步文化人士被迫转移阵地，投奔苏北

抗日根据地。而陈毅代军长在重整新四军军部的

同时．亦想调集一批文化人到苏中、苏北，以加强

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于是，一些港沪文化人士接

踵而至，其中知名者有：经济学家薛暮桥、骆耕漠、

孙冶方，国际问题专家钱俊瑞，作家贝叶，教育家

白桃，,'bJL科专家沈其震，自然科学家孙克定．名

记者范长江、重庆《新华日报》女记者刘述周，作

家夏征农、黄源。文艺理论家蒋天佐、艾寒松，翻译

家、《静静的顿河》的译者金人，戏剧家阿英、孟

波，音乐家贺绿汀、何士德，画家胡考，木刻家赖少

其，历史学家吕振珊，著名新闻出版家邹韬奄，日

本问题专家张百川，舞台装置专家池宁，还有高

扬、包子静、亚丁、林淡秋、扬帆(在上海从事文艺

工作时叫殷扬)等文化新闻界人士“1。真可谓一

时文人云集．群星荟葶，为苏北抗战的新文化事业

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942年8月底，陈毅考虑将苏北的文化人集

中起来，在阜宁的卖饭曹设置一个“文化村”。因

为卖饭曹位于军部所在地停翅港与华中局所在地

汪朱集之间，地点适中，且有新四军军部招待所，

往来联系及活动较为方便。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文化村于9月16日在

卖饭曹正式涎生了。这是苏北文化人的一件喜

事。受陈毅的委派，扬帆担任文化村的村长。

扬帆既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工作干部。又

是一位有着怪癖的才子。从表面看，他瘦骨铮铮，

衣冠不整，烟不离手，有时还爱喝点酒，遇到不顺

眼的人和事，以白眼视之也是有的。颇有点像鲁迅

笔下的范爱农。他文思敏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修养，是文化村“村长”最合适的人选。

文化村长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担任军部、

华中局与文化人之间的联系事宜；二是主持文化

村的工作：三是办好食堂、俱乐部，照顾好文化人

及其亲属子女的生活和安全。那时，住在文化村

的主要有扬帆、阿英夫妇、范长江、胡考、池宁、铁

·6‘

璎、天然、李明、徐雪寒、孙冶方等十几个人，在文

化村附近，还住有“军鲁工团”的贺绿汀、行政学

院的车载、抗大华中分校的薛暮桥、《盐阜大众

报》的王阑西以及钱俊瑞、吴蔷、沈其震、骆耕漠、

孙克定、林山等一批文化人，他们经常到文化村聚

会，或挥毫作书。或交流棋艺，或赋诗唱和，感情融

洽，思想活跃，气氛热烈。

尽管当时根据地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扬帆

不负众望，总是热心地为文化人服务。按军部规

定。这些文化人一般都享受团级干部待遇，发衣

服、f3用品。每月还发特别津贴费二三卜元，供他

们买香炯和零用。根据地军民，特别是华中局和

新四军军、师领导人。对这些文化人关怀备至，使

他们深为感动。早在1941年的夏天，华中局便专

门成立了“华中文化工作委员会”，钱俊瑞任书

记，统一管理华中地区的报刊、学校、文艺和文化

干部。并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新四军三师师

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以及华中局宣传部副部

长彭康、文委书记钱俊瑞等经常到文化村，看望并

慰问文化人，鼓励他们搞好抗日文化工作。陈毅

代军长更是文化村的常客，他经常与文化村中的

文化人推心置腹，促膝长谈，交流思想，切磋艺文。

有时，他还用自己最喜欢喝的红薯丁粥来招待文

化人。饭间漫谈，饭后畅叙。心情怡然，相处甚欢。

1942年中秋之夜．陈毅亲临文化村，兴趣盎

然地和阿英、胡考、扬帆等文化人一起赏月赋诗，

畅抒情怀。才华横溢的扬“村长”即兴赋诗一首：

《中秋吟月》

漫漫长夜独巡行，高处寒凝慎莫惊。

浴水徒怜存洁癖，拨云犹见嫉邪心。

晦明圆缺随人眼，雨露风霜铸尔情。

自有清辉千古在，何须佳节一时吟。‘钉

这首情文并茂的短诗，充分体现了扬帆的独特个

性，体现了他那种嫉恶如仇、一尘不染的“沽癖”。

文化村成立后，除了文化人各自写作外，还做

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是遵照陈毅关于加强

新四军的文化创作的指示，组织了一个文化杂志

编委会，并推荐钱俊瑞、扬帆、黄源、胡考、贺绿汀、

范长江、阿英七人为委员，扬帆、黄源、阿英三人为

常委。阿英还主动承担了《盐民传》和《宋公堤》

的写作任务。之后，当条件具备时，陈毅即指示创

办刊物。先是在《盐阜报》上复刊文艺版《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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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正式组成了编委会，将《大众知识》改名为

《新知识》，由阿英、王阑西、车载负总责。对此。

陈毅十分关，tX,，专门与阿英等交谈，具体指示《新

知识》杂志的方针、风格为：“应以顾及中上层社

会为度，且应成为活泼生动的综合杂志。”二是应

钱俊瑞部长的要求，帮军政治部成立了一个业余

剧团，为军直机关指战员演出。

文化村内专门设立了俱乐部，每周六都有丰

富多彩的文化人自娱活动，陈毅经常到文化村俱

乐部来参加棋赛。在文化人自娱节目中，贺绿汀

边拉小提琴边唱歌。颇受大家欢迎，每当他演唱，

俱乐部总是挤满了人，当地群众也来观看。

有一次．陈军长来到文化村，一群文化人嗣着

他要求他表演节目。陈毅清了清他洪钟般的嗓

子，开口便用法语唱起了《马赛曲》，一曲终了，掌

声雷鸣，大家被陈毅的激情所感染，同时更加由衷

地敬佩这位身经百战、满腹经纶的儒将。

1942年11月10日，张云逸副军长从淮南来

军部，文化村俱乐部专门召开欢迎晚会，业余剧团

演出了《罪与罚》。与此同时，在扬帆、阿英等文

化人的指导和推动下。卖饭曹村群众性的文化、教

育工作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开展。该村分另0成立

了文化组和教育组，发动青年与群众刷写抗日标

语，编写抗日歌曲和戏剧《阴阳界》、《渔滨河边》

等节目，并采用荡湖船、踩高跷、小杂耍等群众喜

闯乐见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宣传抗日道理，动员发

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他们还广泛开展成人教

育、识字教育和跳秧歌舞等活动，动员学龄儿童上

学读书，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所有这

些卓有成效的宣传文化活动，使卖饭曹村掀起了

空前热烈的抗日高潮。

文化村成立后不久。军部和华中局得悉日伪

军将在1943年初对盐卑区发动第二次大“扫荡”

的情报。于是决定军部和华中局机关转移至淮南

黄花塘。行前，陈毅专门布置黄克诚照顾在苏北

的文化人，并特地将扬帆留在盐阜地区，住在三师

师部，负责照料文化人的生活安全，并指示扬帆迅

速组织文化村里的文化人向东坎、八滩方向转移，

分散打埋伏。阿英全家被安排在射阳河边的华成

公司住，邹韬奋被安排到阜东县八滩镇附近的大

扬庄杨芷江家里“打埋伏”(后来邹韬奋耳病严

重，又转去上海治疗，不幸在上海病逝)。正因为

陈毅、黄克诚、扬帆等精心安排和照顾，所以日伪

军于1943年初对盐阜区实行第二次大“扫荡”

时，在苏北的文化人均安然无恙，几乎未受任何损

失。后来，根据组织安排，这些文化人有的回上

海，有的辗转去延安．有的随部队行动。至此，文

化村也就完成了她光荣的使命。

“湖海艺文社”的发起人

“湖海艺文社”是继文化村之后建立的又一

个抗日文化团体。扬帆作为文化村村长，积极参

与筹建并作为发起人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

1942年lO月25日，盐阜区参议会经过三个

多月的筹备工作，首届会议正式开幕。刘彬、曹荻

秋、骆耕漠、白桃、唐碧澄、计雨亭等和各县参议员

以及各界人士代表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开幕这

天，陈毅写了题为《盐阜区参议会开幕感赋兼呈

参议员诸公》七律一首：

列强风雨苦相摧，腐朽犹存是祸胎。

碧血前驱流万斛，新坟后继起千堆。

飘摇专制霸图尽，茁壮新生民主来。

应知天定由人定，日月重光世运来。¨

陈毅的诗在《盐阜报》发表后，到会的参议员和诗

很多。《盐阜报》选载了阜宁县参议长王朗山、建

湖县副参议长杨幼樵和参议员乔耀汉、盐城县副

参议长唐碧澄等人的《敬和仲弘公议会开幕感赋

原韵》诗。

由于陈毅等人的努力，经过一年多的诗文唱

和，团结了一批进步的地方士绅。为了扩大文化

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抗日，

陈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阵地，以便更好地开展

诗文活动。于是，在盐阜区参议会进行期问，陈毅

于lO月27日约请了阿英、范长江、黄源、彭康、扬

帆等人，走访庞友兰、杨芷江等士绅，具体商讨成

立诗文社事宜，指示起草诗文社缘起。参议会闭

幕的当天，陈毅亲自来文化村，确定了诗文社的组

织章程。11月1日，陈毅又约请阿英、李亚农、白

桃、王阐西等人以及庞友兰、杨芷江、唐碧澄、乔耀

汉、杨幼樵、计雨亭6人，继续商讨诗文社成立事

宜。杨、庞二位已拟名为“湖海诗文社”，其取意

有三：陈元龙湖海文士，因军长而起；盐阜有射阳

湖、黄海，园地而超；宋诗“湖海楼开名士集”，因

雅集而起。经迸一步商讨，又将“诗文”改为“艺

文”，以期能更广泛地吸引书画、金石诸方面人

才。当时签定之发起人为：陈毅、彭康、李一氓、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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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庞友兰、杨芷江、唐碧澄、计雨亭、姜指庵、王

冀英、顾希文、乔耀汉、杨幼樵、薛暮桥、叶芳言、李

亚农、车载、沈其震、王阑西、白桃、扬帆及阿英等

22人。拟邀请人社者共43人。同时，决定各区

负责人为：射阳顾希文，建阳乔耀汉、唐碧澄，阜宁

王冀英，东坎庞友兰，八滩杨芷江，部队为陈毅。

淮安、涟东、滨海、盐东四县，由王阑西负责接洽。

并决定由杨芷江起草《湖海艺文社缘起》，由阿英

起草《湖海艺文社社约》。由盐阜区著名士绅、曾

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的杨芷江起草的《湖海艺文

社缘起》里，说出了它的宗旨：“创设湖海艺文社

于阜宁县文化村，期文字之唱酬，俾声气之求应，

海内爱国之士。具有抗敌观念，愿缔翰墨缘者，莫

不竭诚欢迎，以求精神之集合，以求学术之发扬。

藉可歌可泣之诗文，鼓如虎如罴之勇气。裨益抗

敌，裨益建国，良非浅鲜。设徒精意于刻画，肆情

于风月，致贻雕虫之讥，更启玩物之诮者，则亦非

同人等所敢闻命也。”

《湖海艺文社l临时社约》共六条：一、凡愿以

艺文为抗建服务，由发起人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秘

书处审查合格者，得为本社社员；二、本社采取单

纯组织，设秘书三人，成立秘书处，处理一切。每界

大会改选一次；三、本社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二次，

各分区每二月雅集一次，遇有特殊情形，均得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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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四、社员诗作，随时交秘书处，分期发表，辑

印成书，有裨抗建专册，另设丛书单行；五、本社不

收社费，印刷雅集所需，随时公告，社员自由资助；

六、社员不愿继续在会，可随时申请退出，有破坏

抗建行为，经检举证实，本社同仁亦共弃之。

湖海艺文社成立后，陈毅特意为其作长诗一

首，名为《湖海艺文社开征引》。诗中，陈毅“兴会

淋漓至”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同时抒发了“豪

气贯日月，英风动大地”的壮阔情怀，并且鼓励各

阶层文化人士在抗日工作中。“斗争在前茅，屈伸

本正义，此中真歌哭，情文两具备”。

湖海艺文社成立后不久，陈毅即离开盐阜区

去高邮湖西部署反“扫荡”斗争，但是他仍然十分

关心艺文社的活动。在陈毅的倡导下，《新知识》

共创办了6期。当时张爱萍、吕振羽、李一氓、范

长江、扬帆等及各界人士，写下了不少光彩熠熠的

诗篇。陈毅还从高邮湖西寄来自己的诗章，如

《送沈、张诸君赴延安》、《大柳巷春游》等，在《崩

知识》和其他报刊上发表。

诞生于苏北抗日根据地肥沃土壤中的湖海艺

文社．成为苏北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朵奇葩，在陈毅

精心培育下，在阿英、扬帆等各界文化名流士绅的

共同扶植下。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越开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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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nd Tempered Affection

——An Account of YangFan考Cultural Activities in Yancheng

YU Yall

(The Party§History Office ofYanche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Jiangsu Yaneheng 224005，China)

Abstract：Survivedfrom”Wann∞Affairs”，Yang Fan cometoYaneheng andworked underthe directleadship ofChenYi，the

acting commander after the re—estaldlshment of the headquartem of the New Fourth
Army，He actively devoted to the cuhural

undertaldngs ofthe base，the building of”Cultural Villages”，thefounding of‘’Lake and SeaArts Society”．Besides，he united

with all celebrities，publicized the Anti—Japanese War。carried out a series of euhural acti“ties effectively for the New Culture

Cm'npaign in North Jiangsu，which evoked repercussions from middle China tO the whole nation，

Keywords：Yang Fan；the Anty—Japanese base of Yaneheng area；cult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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