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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剧社创建于 1941 年，实际

上只活动了 7个年头，那 7个年头正是

我们中华民族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

的侵略战争中度过的最艰苦的年头。

剧社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对日

本军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双重斗

争，其经历之崎岖艰辛，直至抗日战争

结束，它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主动宣

告解散。

当年新中国剧社用过的社徽是一

匹象征任重道远的骆驼。剧社的重量

级人物包括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以及

瞿白音等。

一

瞿白音于 1910 年 4 月 8 日出生于

原江苏省嘉定县(今改属上海市)，小名

昆昆，学名瞿金驹。他的祖父长期远处

北方，是位很有学问却不求闻达的名

士，京剧大师梅兰芳刚出道时，曾受到

过这位老先生的热烈赞赏。瞿白音其

母早逝，父亲名瞿顺卿。瞿白音是长

子，下面还有个兄弟叫瞿金燕。

瞿家虽说也是书香门第，但在嘉定

无恒产，瞿白音自小即养育于王姓外

家。他那低微的地位和清苦的生活，使

他开始窥见了旧社会的丑恶本相。

1931 年初，瞿白音与年龄相仿的好友

葛正济(即至今尚健在的戏剧家、翻译

家葛一虹)、同辈亲戚查良鑅(后以田鲁

为别名，蜚声于影剧界)等组织了嘉定

青年文化促进会，编印了一些油印小

报。不久又组成了暴风雨剧社，他们还

联合了上海骆驼演剧队的陈鲤庭、苏

薇、左明等人，连续在嘉定县城内孔庙

的明伦堂上日夜演出，所演的剧目有

《放下你的鞭子》《帝国主义狂舞》《到

前线去》等,大部分是活报剧，收得的票

款，悉数捐赠东北抗日义勇军。

通过这些活动，瞿白音专业素养得

到极大提升，还与已向专业转化的剧人

赵丹、顾而已、王为一等结为好友，他毅

然辞去了电报生的职务，一心扑到了戏

剧工作上去。

二

1933年，瞿白音在南京参加了中国

左翼戏剧家联盟，大部分时间仍活动在

上海。当时他的周围已结集了许多同

志和朋友，这些人经济条件都很差，生

活清苦，往往既无固定职业，又没有合

适的住处，正式排戏、演戏时，非得临时

租借电影院或剧场，平时需要开会或进

行集体活动，只得采取游击方式，极为

不便。这时，瞿白音为大家找到了旧上

海法租界霞飞路的 689 号。那里交通

方便，环境幽静，又安全，不易引起反动

势力注意。

原来瞿白音的舅父王性之有位大

女婿，姓秦，嘉定人，比瞿白音年长十几

岁，曾在上海震旦大学读过几年书。此

人思想开明，很早即向往于栽桑育蚕，

提高农作物产量等理想，曾在浦东杨思

桥地区办了一所东大农场，尝试种植一

批来自法国的蔬菜。其后蔬菜陆续成

活，收获颇丰，因而秦友鹤又在霞飞路

689号租下了一套三层楼的店面房屋，

底层作为东大农场的门市部，楼上两层

的四五间房子，最初由秦友鹤本人及其

来沪求学的子女居住，及至全家人都从

嘉定迁移来沪，另找了寓所，霞飞路

689号住的人便很少了。

瞿白音发现了这个情况，自己便首

先搬了进去，接着又说服秦友鹤，干脆

将三楼的一大间转租给他们所办的业

余剧社(在经济上支持这个剧社的据说

有大世界游乐场的经理张善琨等几个

人)。作为单身宿舍，于是王为一、田鲁

等人便陆续迁入。二楼的大间则由白

音介绍租给赵丹和叶露茜夫妇，后面的

小间住的是单身的袁牧之。其他的影

剧界人士如郑君里、王晨、唐纳、章泯、

章曼苹、吴茵等都以朋友身份，络绎不

绝地在霞飞路 689号出入，这里俨然成

为当时上海进步剧人的大本营。有人

记得当时正在复旦求学的凤子女士,也
曾使用这个地方,为曹禺名剧《日出》的

上演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初排

在内。

三

1937 年，武汉、广州一线沦陷后，

瞿白音曾和少数同志去过成都，搞了一

些翻译工作。他到达桂林是 1941年的

冬天。

桂林新中国剧社是在 1941年 10月

初组成的，社长李文钊是一位爱国民主

人士，党则派出了田汉、杜宣等同志在

业务上给予支持。剧社成立后就演出

了陈白尘编剧的《大地回春》和杜宣编

剧的《南山之什》等，与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配合，在后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演

剧热潮。可由于在经营上管理无方，以

及发生工作人员卷款潜逃事件，使经济

陷入了困境，李文钊以无力续办离去。

此时，瞿白音到了桂林，他导演了田汉

的《秋声赋》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剧

《大雷雨》，因此剧社影响日益扩大，开

始走向稳定。

1942 年，剧社计划演出夏衍、洪

深、田汉三位名家合作编写的新戏《再

会吧，香港》，但由于作品尖锐揭露了国

民党四大家族祸国殃民的罪行，被一再

禁演。后经抗争，虽被迫改名《风雨同

舟》，一经与观众见面，效果很好(导演

为洪深)。这期间杜宣曾去重庆，向周

恩来汇报剧社前一阶段的工作。周恩

来指示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并拨款

济助，于是剧社准备已久的果戈里名剧

《钦差大臣》才得到隆重演出。瞿白音

在内外行中大受赞赏，此剧被誉为“磨

光”之作。

（连载上）

张澍，字伯瀹，号介侯，清代凉州府武威县人，

嘉庆四年（1799 年）进士，因性格“刚介特立，论事

屹然，不唯不阿”，仕途颇为不顺，仅担任知县三十

年。张澍在经学、史学、姓氏学、辑佚学、金石学等

方面均卓有建树，辑有《二酉堂丛书》等，“而《姓氏

五书》尤为绝学”。梁启超曾赞曰：“甘肃与中原窎

隔，文化自昔朴僿，然乾嘉间亦有一第二流之学

者，曰武威张介侯。善考证，勤辑佚，尤娴熟河西

掌故。”

嘉庆十二年（1807 年）秋，张澍结束了漫游大江

南北的生活，准备返回家乡。在进入甘肃境内后，

他接到了宁夏道道员积郎阿和藩台蔡廷衡的文书，

说是陕甘总督长龄聘请他到兰山书院任山长。这

个消息对于陷入生活窘境中的张澍来说真是个“天

上掉馅饼”的好事。在兰山书院讲学，他不仅可获

得“每岁修脯金四百金，每月薪水八两”，而且还能

与一些文人士子、官员们保持来往，并有可能通过

总督长龄的举荐再度出仕。

兰山书院初名正业书院，是在雍正二年（1724
年）由甘肃巡抚卢询捐养廉银，在明代肃宪王朱绅

尧修建的红花园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到了雍正十

三年（1735 年），甘肃巡抚许容又奉旨改建为兰山

书院。兰山书院是中晚清时期甘肃规模最为宏大

的官方书院，由南到北，按中轴线对称建有大门、

仪门、文仁堂、敬逊堂、射圃等。在文仁堂和敬逊

堂中间西面修建有数间房屋，是山长的住宅、客厅

和斋房。张澍到兰山书院后就住在这里。

在兰山书院，张澍发现书院的课程设置不尽合

理，学员们仅仅学习参加科举考试用的“时艺”，却

不去研读儒家经典和史学方面的书籍。张澍便在

教学上除诗赋、书法外，又增加经学、史学等内容，

极力倡导读经学史。如曾受学于张澍的安定县人

马疏 (字经纬，号南园，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选翰林

院庶吉士,后任陕西府谷、雒南、富平、咸宁等县知

县)说：“介侯师主讲兰山，疏从之学。师训及门，以

经史为宗，词章次之。”

张澍的教学方法大大地提高了士子们的应试

能力，这也使得后任的山长们都沿用张澍设置的教

学内容进行讲授，即由山长讲授经史名篇，与学生

严格按照山长制定的计划攻读经史著作相结合。

兰山书院以藏书之丰富名冠陇右。讲学之余，

张澍沉浸于典籍之中，饱读了书院庋藏的 200 多种

经史子集，并开始研究凉州史地，编纂完成了《五

凉旧闻》40 卷。这一时期，张澍还与当朝显宦严

烺、那彦成、铁保、松筠等人保持密切来往。松筠

是张澍当年中进士之时在京城的老相识，两人性格

颇合，相交深厚，嘉庆十三年（1808 年）冬由伊犁将

军调任陕甘总督。张澍曾作《上松湘浦（筠）制军》

等诗，称赞他对儒学的重视，其中“微名久辱上公

知，拂袖归来感岁时”“扪心未信人能铸，主善宁教

士不羁”“况荷崇墀宽礼数，秦风爰赋修裳诗”等诗

句则表达对松筠当年赏识自己的感谢，同时也讲述

自己的困境，希望能得到关照。后来，张澍作《纪

松湘浦制府遗事》，详细记录了两人在兰州的交

往：“抵任之日，（松筠）即来书院，握手曰“君甲寅

乡荐，余即知之，曾有诗寄章桐门，君见之乎？”余

曰：“荷公厚褒，未尝弭忘。”后每逢课期，必亲至，

竟日乃去……”

不知不觉，张澍在兰山书院讲学已整整一年。

秋天的兰山层林尽染，风景如画，在嘉庆十三年秋

日的一天，张澍邀请朱庭楷、朱庭模兄弟和杨本

俊、刘自钦到五泉山赏秋景。游玩后，张澍作诗两

首，其中一首写道：“秋入金天爽气侵，扪萝附葛上

危岑。黄河东去淘豪杰，白塔西回厌梵林。怪石依

岩奔虎踞，飞泉挂壁老龙吟。毂弓卜得茅亭筑，乘

夜来弹孺帝琴。”描绘了兰山迷人的秋景。

嘉庆十四年（1809 年）清明节次日，张澍又一次

登临五泉山，至清晖阁，直到傍晚时分才回到书

院。清明已过，陇原大地亦是一派春意黯然，桃红

柳绿，莺歌燕舞，人们纷纷外出踏青。张澍也约几

位好友或到黄河岸边，或登兰山踏青。一天，天气

晴好，张澍便邀请朋友李彪、谈士涛同游兰山，怎

知到半山腰时，春雷乍响，下起了沥沥春雨，三人

只好下山返回。

嘉庆十五年（1810 年）暮春的一天，张澍向新任

的陕甘总督那彦成递上辞去兰山书院山长的书函，

遂后再次踏上了回乡的路。张澍在兰山书院主讲

2 年有余，这是他人生中一段较为平静的舌耕读书

生活，也是他开始关注和研究凉州文化的一个重要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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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有效抗击日寇和惩罚汉奸，中共甘宁青特委

决定：在甘肃靖远成立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组建工作由王儒林全权负

责。

王儒林（1906—1993），靖远县糜滩乡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曾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交际处长、农业厅林业处长、民革甘肃省委

委员、省政协常委等职。1932年 5月，配合谢子长参加了靖远起义。起

义失败后，又在靖远县水泉堡参加了谢子长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

游击队。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恐慌，遭到数次联合进攻。最后，

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转入地下，王儒林也转道宁夏。

1933年 3月，王儒林遵照中共甘宁青特委指示，以“绥靖公署招募

专员”的身份在靖远北湾一带招收新兵。消息一经传出，散落在靖远、

皋兰、榆中等地的原陕甘游击队员纷纷赶来，曾与游击队有过联系的薛

宝山、张子明等人也率众投诚。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队伍就发展到 400
人。

1933年 3月中旬，西北抗日义勇军在榆中县园子岔宣告成立。王

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薛宝山任副总指挥，张子明任参谋长，孙

作宾以特委军委书记身份参加组织领导工作。创立之初，义勇军编制

为 1个大队，杨得胜任大队长。下辖 3个中队，吕振华、孙绍堂、王丕荣

分别任一、二、三中队队长，吕明成、常焕章、宋占奎分别任副队长。

西北抗日义勇军之所以要将指挥部设在园子岔，就是因为园子岔

地处靖、榆、皋三不管地界。义勇军成立后，一边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

道理，一边号召农民踊跃参加义勇军。此外，义勇军还邀请著名篆刻家

陈鼎用先生篆刻了“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关防”印章。

当时，正值春耕大忙时节，为解决农民的籽种和春荒问题，义勇军

惩治了两个大土豪，并将百余石粮食分与农民。消息传出后，远在靖远

平堡、北湾、蒋滩等地的农民纷纷响应。一时间，西北抗日义勇军名声

大震。

3月底，兰州水北门在贺晋年的带领下发动了起义。起义成功后，

贺晋年率部与王儒林率领的义勇军汇合。从此，义勇军增编了 1个大

队，贺晋年任大队长。随后，义勇军转移于皋兰北山红砂岘（今白银区

武川乡）一带休整。4 月下旬的一天，西北抗日义勇军正在红砂岘开

会，突遭甘、宁、青三省骑兵的包围。几日前，马步青驻永登马二虎所部

黑马队、马鸿宾三十五师冶成章骑兵旅一部、兰州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

之袁福昌团、绥靖公署张绍武骑兵连以及驻靖远李贵清营等约 5000余

骑兵，从四面八方向红砂岘集结。情急之下，总指挥王儒林率十余人在

前山阻击，孙作宾则率主力退守后山。战斗从早上持续到中午，因敌众

我寡，装备悬殊，王儒林、孙作宾等人不幸被俘。战斗中，贺晋年和吕明

成带领 60余人成功突围，参谋长张子明和三中队长王丕荣各率百余名

战士从不同方向冲出了红砂岘。

贺晋年和吕明成等人突围后，因不熟悉地形，就藏在红柳沟窑洞中

靠挖野菜充饥。两天后，他们突遭冶成章骑兵旅的袭击。吕明成枪法

精准，手举双枪打死了不少敌兵。然而，敌人见状后就集中火力对付

他，吕明成不幸身负重伤。负伤的他仍率义勇军战士顽强抵抗，最后壮

烈牺牲，而贺晋年等 4人不幸被俘。

王丕荣、宋占奎率众突围后，退至今白银区王岘镇灰土涝池不幸遭

遇马二虎黑马队。因弹尽粮绝，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王

丕荣受伤落马，敌人以为他已经阵亡，便扬长而去。后经群众救治，王

丕荣才得以脱险，其余人全部牺牲。

为了营救被俘的义勇军官兵，张子明及杨得胜率众赶往皋兰后长

川，途中遭到马二虎黑马队和冶成章旅的联合夹击。子弹打完后，他们

端起刺刀冲向敌人，刺刀折弯了就用枪托还击。除张子明、杨得胜等个

别同志脱险外，其余同志均壮烈牺牲。国民党军队担心被俘的义勇军

战士会逃跑，便用绳子将他们串在一起。随后，他们将总指挥王儒林等

35人一起押往兰州。在途经后长川时，在战友的巧妙掩护下，王儒林得

以脱险。抵达兰州后，孙作宾和李慕愚在中共甘宁青特委的多方营救

下获释，而吕振华等人均在兰州英勇就义。

1993年 4月 6日，遵照王儒林的遗嘱，家属将其部分骨灰撒在了武

川红砂岘，以陪伴长眠于此的战友。红砂岘一战，义勇军虽然遭受了灭

顶之灾，但他们浴血奋战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人们奋勇向前。时至

今日，红砂岘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文史工作者来这里缅怀先烈。

这场血战，不仅展现了义勇军战士顽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

且为甘肃的革命斗争史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页。

··珍珍 赏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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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第一期毕业证章，圆形，铜质，镶珐琅

漆。证章正面为黄底，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将证章

分为数个区间，从右至左分别镌刻“团结”“活泼”

“严肃”“紧张”及“毕业证章”等繁体字，五角星中

部镌刻“抗大”二字，下方刻阿拉伯数字“1”，即第

一期。

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

它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专门

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亦是抗战时期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追溯其前

身，最早是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办的中国红军学

校，培养红军军政干部。1933年，根据红军发展形

势的需要，中国红军学校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
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进行战

略转移，红军大学改称干部团，随部队踏上长征的

征途。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将红军干部团与陕

甘宁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

学校，1936年6月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

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

生后，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毅

然捐弃前嫌，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以促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1月，西北抗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

机关从陕西保安迁至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

军事政治大学，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杨

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教育长。第一期学

员1000余人，全部来自红军各部，分为三科，其中

一科38人，大多是红军中的师、团以上中、高级干

部，罗荣桓兼一科政委，既是学员，又是领导干部；

二科约200人，三科800余人。毛泽东、张闻天、周

恩来等领导人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

抗大学制不一，从四个月到半年、八个月、一

年、三年多不等，主要根据当时情况而定，其中第

一期和第二期的学制只有半年左右，第八期时间

最长，为期三年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

发生后，党中央指示第二期学员立即毕业，于童

年 8月奔赴各个抗日战场。在这一期的学员毕

业证书上，有毛泽东亲笔题词：勇敢、坚定、沉着，

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

己的一切。

在整个抗战期间，战争环境艰苦复杂，抗大克

服种种困难坚持办学，总校曾辗转于陕北、山西、

河北等地坚持办学，1939年7月曾由延安迁往晋

东南根据地，三分校则留在陕北。1943年1月，抗

大总校迁回陕甘宁边区，由徐向前出任校长。除

了抗大总校，八路军、新四军建立的各大抗日根据

地还相继建立了12所抗大分校，一般都是由根据

地负责人兼任校长，为各个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培

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另有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

设中学。1938年至1945年，抗大总校共招收了八

期学员，加上各分校，共培训军政干部10万余人，

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历史

性的贡献。

1941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

时期，为鼓励更多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走进抗

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纪念抗大创办五周年挥

毫题词：“号召千万青年，走上革命战场，高举抗大

旗帜，插遍整个中国。”

抗大创办后，精心设计了校徽、校旗和凯丰作

词、吕冀作曲的校歌。1937年春，抗大第二期开

学，鉴于学员数量增加和学校扩大的新情况，中央

军委成立了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

他十分重视抗大的教育和建设工作，亲自为抗大

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

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

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大校训还被写进《抗日

军政大学校歌》：“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

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

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抗战胜利后，抗大于1945年底迁往东北，改

称东北军事政治大学，抗大完成其光荣、神圣的历

史使命。

这枚毕业证章是抗大颁发给第一期学员的毕

业证章，品相完好，虽历经八十多年风雨沧桑，仍

然令人瞩目。尤其是上面镌刻的“团结、紧张、严

肃、活泼”八字抗大校训，让人领略到抗大为中华

民族同仇敌忾抵御外侮而英勇奋战所凝结的抗战

精神。

张澍讲学兰山书院

□ 柴多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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