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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娱活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娱活动
□□ 胡平原胡平原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

区以延安为中心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娱

活动。这些文娱活动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

重要作用。这正如当时边区民众剧团在舞台两旁

所贴的那幅对联一样：“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

大众，喜闻乐见”“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

红火热闹”。

秧歌文娱 振奋精神

1943年春节，鲁艺编排的秧歌剧《兄妹开荒》，首

次走向延安街头，使得成千上万的观众欣喜若狂，笑

逐颜开。当时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

导同志与人民群众一起观看了演出。毛主席说：“像

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德说：“不错，今年的节

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

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毛主席又说：“这也是

全党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艾青看了《兄妹开荒》

后，撰文称：“成千上万的观众狂热地欢迎它们，我是

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他主动承担了中央党校秧歌队

副队长的重任，出演周而复、苏一平的《牛永贵挂

彩》，影响很大。

诗人徐迟在重庆得知消息后，托周恩来捎信给

艾青，要求参加秧歌队。随后，丁毅写的《刘二起

家》、陆石执笔的《动员起来》、周戈写的《一朵红

花》、马可写的《夫妻识字》、翟强执笔的《刘顺清》、

贺敬之写的《栽树》、苏一平写的《红布条》、张季纯

写的《保卫和平》、杨醉乡写的《送公粮》、王汶石写

的《边境上》、萧汀、方杰写的《回娘家》等等，各具

特色。据统计，几年内，仅见报的秧歌剧就有 400
多出。

陕甘宁边区兴起群众性的秧歌运动。

1944 年春节，延安八大秧歌队在杨家岭会演。

保安处的《冯光琪锄奸》，中央党校的《牛永贵挂彩》，

西北党校的《刘生海转变》，边区直属分区的《红军大

反攻》，枣园机关的《动员起来》，行政学院的《好庄

稼》，西北局的《女状元》，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刘连长

开荒》均获得好评。10月间，在边区文教大会上有 9
位群众秧歌队代表介绍了典型经验。不久群众秧歌

队举行联演，关中分区刘志仁、汪庭有的《跑红灯》，

三边分区杜芝栋的《破除迷信》，陇东分区黄润的《减

租》，拓开科的练子咀《闹宫》，民间艺人李卜的《张琏

卖布》等，展示出群众文艺的壮观场面。

1945年春节，在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群英会上，文

艺界有 35名获奖者：艾青、杨绍萱、吴印咸、齐燕铭、

陈波儿、古元、王大化、张水华、周巍峙、钟敬之、欧阳

山尊、吴雪、姚仲明、周而复、柯蓝、史雷、黄俊耀、贺

敬之等。艾青还荣获中央直属机关“模范工作者”

奖状和中央党校“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奖状。那时，

不仅陕甘宁边区秧歌声声，而且大后方也盛演秧歌

剧目。郭沫若看了《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

挂彩》之后说：“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

来的”，并挥毫赋诗：“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

拍栏。”

交际舞会 温馨甜蜜

秧歌文娱是陕甘宁边区军民振奋精神的娱乐方

式，交际舞会则是军民增进友谊的又一途径。毛泽

东曾忆及延安高层领导人的舞会经历时说，在延安

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

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

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

步伐)。
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延安的

回忆》中提到，在陕甘宁边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延安的舞会。最初，大家是

扭秧歌，不仅老百姓扭，干部也扭。后来有青年带头

跳起交谊舞，渐渐地，交谊舞风靡起来。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等纷纷上场，毛泽东称之为‘听着音乐散

步’。周恩来和闻天跳得很好，不仅会三步、四步，还

会探戈。少奇同志不会，要我教他，我虽跳得不好，

但还能对付，胆子也大，带他上场。不一会儿，他也

能踩着鼓点迈动简单的舞步了。陈毅开始时不好意

思跳，被大家拖上场一试就上了瘾，每场必跳。当时

有一段话形容他们：‘边上站，试试看，跳死了算！’延

安的条件差，食堂就是舞场，音乐伴奏也就是民族音

乐伴着陕北的锣鼓，倒也别开生面。”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专门谈过延安舞

会。“一周主要的社交活动，就是星期六晚上的舞会，

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参加。朱德几乎每周都来，毛泽

东大约一月来两次。”斯特朗描述了延安舞会上的 4
位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跳起舞来安然笃定，好

像给乐队带来了‘党的路线’一样。有人说他没有节

奏感，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的感觉坚实而敏锐，他

有他自己的节奏感。他尽力与音乐配合，但从不机

械地跟着音乐走。当你同毛泽东跳舞时，你必须特

别留意，小心地顺着他，照他的暗示转动。不过，只

要你跟着他的节奏，他终究会使你感到悠然自得”。

“周恩来带着外交家的风度，翩翩起舞。他擅长跳华

尔兹，不过有时有点过于拘谨。同他跳过一回之后，

就会想同秧歌舞演员或俄国医生奥尔洛夫跳，这位

医生喜欢像哥萨克一样跺脚。然后总是再回来同周

恩来这个一流舞伴跳”。“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跳起舞来带着一种科学的精确

性：二加二必定等于四。但三次中差不多总有一次，

在开始跳过似乎拘泥得像算术公式的步子之后，他

就按照高等数学那样放开跳了。这同他的简洁、精

确的文章一样，偶尔也插进一些尖锐的比喻”“朱德

总司令跳舞，好像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一样……当

晚会即将结束，你累得走不动也站不住的时候，你仍

旧可以同朱德跳舞。他的节奏具有一种不费力的坚

定性，比坐着不动要舒服。”(连载上）

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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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日

寇悍然向卢沟桥发动进

攻，中国军民奋起反击，

拉 开 了 全 面 抗 战 的 序

幕。7 月 8 日，中共中央

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

通电》指出：“中华民族危

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

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

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

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

抗日寇的侵略！”

8月 22日，中共中央

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

的任务的决定》，中央军

委同时发布命令：中央红

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

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

开赴华北抗战前线。

9 月 25 日，八路军

115 师在平型关伏击日

寇，歼灭坂垣师团 1千多

人，取得抗战后的首次大

捷。获胜的 115师主力，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开赴

晋西南抗日前线，留下师

政委聂荣臻率独立团、骑

兵营和师直属队共 3 千

余人深入到晋察冀地区，

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11月 7日，聂荣臻任

司令员兼政委的八路军

晋察冀军区在河北阜平

成立，全面领导山西、察

哈尔、河北、绥远、热河等省 70多个县、1200多万民

众、10万余地方武装的抗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

多省边界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以下简称

“边区”）。

1938年 1月 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

会”在阜平县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工人、农民、部

队、少数民族、开明绅士等 140余人，大会经过民主

选举，成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个民主政权：晋察

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相继颁布了《减租减息单行条

例》《垦荒单行条例》《奖励生产事业暂行条例》等法

规，成立了公安总局、高等法院、边区银行、军政干部

学校等，同时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支持民众经商办

厂、繁荣贸易，使“边区”呈现出经济活跃、社会稳定，

文化进步的喜人景象。

“边区”的发展壮大，遭到日寇的疯狂攻击、围

剿，他们集中兵力，连续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

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出“老虎

洞”“黑水坪”等诸多屠杀贫民百姓的惨案。

英勇的八路军将士和“边区”人民奋起抵抗，抓

住日寇兵力分散、地形生疏等弱点，采用伏击、夜袭

等战术打击敌人。1939年 11月 6日，“边区”八路军

获得黄土岭伏击战大捷，歼灭日、伪军 900余人，击

毙日寇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而后又接连取得大龙

华、齐会、陈庄等战斗胜利，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

张气焰。

1940年8月至12月，“边区”八路军集结39个团

参加“百团大战”，他们摧毁日寇的据点，破坏敌人的

交通线、反击日伪军“扫荡”，打得侵略者、汉奸魂飞

胆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极大鼓舞

和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和信心。

“边区”的民兵游击队在八路军的指导下，依托

高山密林、河流湖泊、平原田野等，人自为战、村自为

战，到处摆开杀敌战场，巧妙地利用地道战、地雷战、

破袭战、麻雀战等，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创造

出人民战争史上的奇迹。

8年抗战中，“边区”涌现出大批气壮山河的英

烈豪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如：狼牙山五壮士、回

族抗日英雄马本斋、青年英雄金方昌、少年英雄王

璞、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等。他们作为千千

万万个抗日英烈代表，彰显出伟大的爱国主义、国际

主义精神，体现出压倒一切敌人的民族气节和英雄

气概。

据统计，抗战时期，“边区”军民同敌人作战 6.5
万多次，战胜日伪军万人以上“大扫荡”110多次，歼

敌33多万人，八路军扩充到32万多人，民兵90余万

人，辖域20多万平方千米、共有164个县和4个自治

区（县）、近4千万人口。

中国共产党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打

开了中国抗战的新局面，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和民主政权提供了经验，为发动、组织、团结全国军

民抗战、坚持持久战做出了典范，是中国抗日战争历

程中一座雄伟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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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颁布的施政纲领

据《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犬封国曰犬戎国，

状如犬。”是说犬封国又叫犬戎国，该国之人的相貌

像狗。郭璞注释道：“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

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

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是为犬封之国也。”犬封

国以神犬立功受封而得国。封、戎音近，故犬封国又

称犬戎国。

从辛甸文化彩陶上可以看到犬形图案，这就是

戎、羌文化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他们很可能就

是以犬为图腾的氏族。2023年第4期《关山文艺》发

表了陕西陇县作家李天成的历史随笔《风的重量》，

其中说：“犬戎喜欢养狗，上阵时先把狗放出来扑咬，

秦人还没见到敌人的面，先得对付冲到眼前的恶狗，

这仗真不好打，终于在一次伐戎战斗中秦仲（秦庄公

父亲，被周王室封为大夫）命丧疆场。”

犬戎族就是商周时期西迁的畎夷，和氐羌以及

南迁的狄人，在陕甘地区融合形成的部族，是以犬、

狼为图腾的古老的游牧民族。那时的白犬如狼一般

凶猛，族人的图腾为狼，家犬是家庭的重要一员，人

们非常尊敬它，故取名犬戎族。岷县一带流传“狼是

狗的阿舅”的说法。夏商之际，犬戎族入居今陕西彬

县、岐山一带。西周时期，秦人祖先“非子居犬丘（西

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史记·秦本纪》）秦人

在西犬丘一带的地盘，是从犬戎族手里争夺来的，成

为秦人最早的根据地。据考证，西犬丘就是现在甘

肃省礼县盐关一带，还应包括相邻的岷县东南部、宕

昌北部在内。据史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礼

县靠近岷县闾井的杨寨、麻子、七界、奇孟（旗门）、董

家庄、场臼、赵家沟、铁场、旗杆坞（沟）、哈古、阳关、

八郎、吴九（乌鸠）、旗杆背后、王家沟、李家庄、新庄、

刘峪沟等18庄划归本县管理。”1939年之前，闾井镇

南部的这18个村落原属陇南市礼县，是秦人和犬戎

族牧马之地。礼县、宕昌县北部和岷县东山区交界

地带的交通运输工具叫做低轱辘车，由秦人战车改

进而来（二牛驾车）。

据史载：“襄公元年，以女弟繆赢为丰王妻。”秦

襄公元年（前 777年），秦襄公将妹妹繆赢嫁给西犬

丘戎族首领丰王为妻，秦人和犬戎族化干戈为玉帛，

暂时出现了安定团结共同发展畜牧业的局面。公元

前 771 年，申国国君联合犬戎族攻陷镐京，掳走褒

姒，在骊山追杀了周幽王。新继位的周平王在镐京

无法立足，只好迁都洛邑。秦人最终发展壮大起来，

到东周初年（前 770年），秦襄公正式建立了秦国。

周平王岐山以西之地赐封秦襄公，秦国进而尽取犬

戎所居周地。周穆十二年（前 965年）十月，周天子

西征犬戎，迁犬戎于山西太原。周厉王时，戎入犬

丘，而后大盛。犬戎族攻占嬴秦人的据点西垂（甘肃

礼县），多次打败嬴秦的军队，杀死嬴秦的首领；屡屡

侵犯建国前周人的土地。春秋时期，秦穆公为实现

霸业向西扩张领土，对犬戎、姜戎用兵，犬戎族后被

秦人征服同化。

狗头帽即是由犬戎族的图腾崇拜演变而来的帽

子或头盔，今宕昌、礼县、岷县、卓尼、临潭一带的男

孩和女孩都有戴狗头帽的习俗。

缅怀英烈志 共铸中华魂
□ 周洪林周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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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纪念日，丰碑立方寸。矗立在首都北京天安门

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

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

纪念设施。

近日，中国邮政发行《烈士纪念日》纪念邮票一套 1
枚（图一），邮票以蓝天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主体，衬

以群山，邮票右侧的“崇尚英雄缅怀先烈”表现烈士纪念

日的主题，上方书写“烈士纪念日”与“9.30”展现人民英

雄永存天地之间。

1949 年 9 月 30 日，在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

英雄纪念碑的决议。为表达全国人民对革命先烈的缅

怀和尊敬，原邮电部于纪念碑揭幕之日——1958年 5月 1
日，发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邮票一套 1枚（图二），

主图为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碑整个建筑，画面为

红色。

1970 年 4 月 1 日，原邮电部发行的普通无编号邮票

（第三组）的第三枚“人民英雄纪念碑”(图三)，图案为蓝

天白云下天安门广场上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1974年 4月 1日，原邮电部发行的普 16《革命圣地图

案（第四版）》普通邮票，其中第十四枚为“人民英雄纪念

碑”。(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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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狗头帽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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