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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救国报》的文艺工作与宣传刊物

（接上期）

抗敌文化社与《文艺轻骑队》

因为《救国报》较好地发挥了团结人民、打

击敌人的作用，所以 1941 年初，报社又在遵化鲁

家峪成立了一个抗敌文化社，翻印、出版一些时

事政治、文化学习材料，并创办了报纸型文艺期

刊《文艺轻骑队》。此期刊为油印，8 开 4 版（有

时为 8 开 2 版），不定期出版，高尔其任主编，雷

烨任编辑。该报是冀东区第一份公开出版发行

的革命文艺报。1941 年底，抗敌文化社解散，

《文艺轻骑队》也随之停刊。此后相关文艺类内

容由《救国报》担负起来。

铁骑社与《铁骑》

1941 年冬，救国报社长驻遵化鲁家峪的东

峪和北峪，环境比较稳定。报社的同志们为了

同驻地群众加强联系，开展群众文化生活并起

到宣传抗日的作用，成立了一个叫作铁骑的剧

社，利用工作空隙编排了许多宣传抗日的小型

歌剧、皮影戏、话剧、京剧等节目。

以范捷民（原名尹铭钰）为主，集体编写了

一个小型歌剧《黄二嫂》，叙述了一位原不愿负

担战勤任务的妇女，在各方面的宣传帮助之下，

转变了态度，成为积极分子的故事。这个小歌

剧，利用已为群众所熟悉的抗日歌曲和民间小

调进行填词，

1942 年初，同志们编写了一出皮影戏《巧

遇》，揭露敌人的罪行和当伪军的下场。还准备

了一些小节目，如抗日歌曲演唱，单折京剧《坐

宫》等。在驻地群众积极协助之下，搭了一个临

时简易舞台进行演出。演出时，观众十分踊跃，

会演唱皮影戏的农民纷纷前来助演，《巧遇》演

出末及三分之一时，报社的皮影演员就被农民

所代替。鲁家峪大庄的巩俊海，是一位当过多

年皮影戏演员的名手，他参加演唱，给这出皮影

戏增色不少。后来，他参加了冀东新长城影社，

成为专业皮影戏演员。

业余剧社的演出，只能算作报社人员与驻

地乡亲们的文娱联欢活动，但是也受到群众和

各方面的欢迎和重视，各村纷纷邀请报社业余

剧社前去演出。丰玉遵县政府捐助了两匹大

布，供剧社作为舞台幕布之用，还有的县区地方

政府或捐助几十件古装戏和现代戏的服装行

头，或捐助煤油供剧社演出时点煤气灯用，或捐

助整套锣鼓……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的人民群

众非常需要抗日的文艺生活，这种需求使报社

业余剧社处于欲罢不能的境地。

这次演出之后，业余剧社准备第二次演出，

并决心提高演出水平。丰原同志找到一本来自

晋察冀的话剧本《铁军》。剧社翻印之后，即分配

角色进行排练。剧社同志也新写了一些抗日歌

词，自己谱曲，并练习演唱。有的同志准备新编

一出皮影戏，并进行文武场的排练。但是，4月中

旬敌人开始实行“四次治强”，血洗鲁家峪。报社

同志们不得不突围转移，业余剧社也被迫结束。

1943 年春，环境有所好转，救国报社在迁西

西水峪一带活动。在吕光的支持下，由管桦、任

朴、武迎山、山桥、陈大远、徐楠等人组建了一个

业余文艺团体——铁骑社，顾宁为顾问，创办了

综合性文艺刊物《铁骑》，油印，32 开本，不定期

出版，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均由救国报社代办，

刊登一些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和文艺论文。

这个刊物很受军民群众的欢迎，对于冀东地区

文艺动活的开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该刊

曾刊载新华社播发的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下

连队的论文，一些文艺工作者纷纷响应，到实际

中去体验生活。报社美术干部王扶轮自请下连

队并兼任某连指导员，后来在指挥作战中英勇

牺牲。

7 月，因铁骑社并入新长城社，《铁骑》也在

出版 2期后停刊，并入《新长城》。

新长城社与《新长城》

1943 年 9 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宣传部副部长

兼救国报社社长吕光倡议，由冀东各有关方面

人员参加，在迁西县东水峪召开大会，在原铁骑

社基础上，成立了群众性文化艺术组织——新

长城社，冀热边特委书记兼司令员李运昌亲临

大会讲话。大会通过了组织原则，创办了综合

性文艺刊物《新长城》，该刊为油印，8 开，每期

500 份，赠阅。吕光任理事长，理事有：李杉、顾

宁、孔祥均、何畏、季林、张荫青、刘俞芬、魏仲、

陈大远、程立群等。地址在迁西县东水峪村。

《新长城》由顾宁兼任主编，陈大远兼任编

辑，其他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等工作均由救国

报社代理。所以实际上，救国报社成了新长城

社的主办机构，《新长城》的出版也取代了已停

刊的《文艺轻骑队》和《国防最前线》。

这个刊物除了刊登理论、教育、文化、宣传、

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文章之外，也刊登小说、诗

歌、散文等文学艺术作品。较有影响的如：顾宁

的长诗《哀罗马》、林采的长诗《云》、任朴的诗

《二月》等。

1944 年 10 月，吕光和新长城社理事李杉、刘

俞芬、魏仲等在杨家铺战斗中牺牲了，顾宁已在

同年春季牺牲。因失去主力，新长城社停止了

活动，《新长城》也被迫停刊。这个组织和刊物，

虽然只存在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对团结文学艺

术界的知识分子，起了积极作用，并且推动了冀

东地区的抗敌文化和文艺工作开展。

（另：1944 年杨家铺战斗中，几位主要领导

牺牲，《新长城》的编辑出版工作被迫中止。但

幸存的报社同志与新长城社成员经过反复讨论

权衡，仍以新长城社的名义，出版了一些通俗的

文艺读物。这些读物有自编的、有集印的，一部

分由敌工工作部门发往敌人据点，起些对敌人

揭露、瓦解的作用。这项工作到日本侵略者投

降时终止。）

救国报社对新长城影社的协助

1943 年新长城社成立之后，吕光考虑到皮

影戏是冀东广大群众最熟悉最欢迎的文艺形

式，又是最轻便最便于打游击的一种演出形式，

决定成立一个皮影社。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就受到著名老皮影戏

演员们的响应，先后参加的有：苏旭、苏勉、张茂

兰、张桐林、巩俊海、李林（刻制皮影人的艺人）

等。人员初步齐备的时候，1943 年 7 月，新长城

影社在迁西黄槐峪举行成立大会。

上级领导任命木子厚为社长，《救国报》编

辑陈大远兼指导员。吕光向陈大远提出的要求

是，除了做政治思想工作之外，要立即着手写出

几个宣传抗日的皮影剧本。陈大远写出第一个

剧本《田玉从军》，以后又写出《锦上添花》《春秋

镜》等，并改编旧影卷《花木兰》，同时组织皮影

演员编写剧本。陈大远和报社美术干部王扶

轮，还帮助李林设计绘制现代皮影人的头茬，改

善布景刻件。影社成立之后不久，就在黄槐峪

进行第一次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年的 11 月，敌人对黄槐峪、东水峪一带进

行“扫荡”，报社必须转移，影社也需要改变活动

方式，进行游击演出。领导上任命《救国报》编

辑山桥任影社专职指导员，在他任指导员期间，

组织编写了不少剧本，有：《光明之路》《抢粮》

《抓丁》《大生产》《四十里铺之战》《埋伏战斗》

等。同时，他们还把受群众欢迎的歌剧、话剧、

小说如《白毛女》《血泪仇》《晴天》等，改编为皮

影剧本。

新长城影社是由特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

不是救国报社的所属单位，但是报社的同志们

对该社成立前的筹办工作和成立后的政治思想

工作，尤其是组织编写剧本、设计绘制新皮影人

等方面，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待续）

由于平日写作的关系，对于包含有价值信息的文

字资料就特别感兴趣，喜欢收藏。因为要创作一篇有

价值的文章就必须查找大量资料、搜集各类素材，既能

佐证自己的观点，也可以以史料作为依据深入研究。

近日，笔者在收集整理这些旧书刊、老报纸的时候，

偶然发现了《申报》上记载的一条有关开滦矿工的新闻，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便开启了细致的探索……

《申报》新闻内容如下：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3月 2日星期六。

【标题】矿工罢工游行·经调停后已复工。

〔天津〕二十八日开滦马家沟分矿包工者开革工人十

二名，招致全体工人不满，突行罢工，沿街游行，经矿区保

安队长等调停，准被革工人复工、始复工。（一日专电）

〔天津〕开滦矿局裁撤马家沟矿司三名，因该矿司

有勾结汉奸、设花会诱工人赌博事。（一日专电）”

通过查阅马家沟矿的相关资料得知，马家沟矿始

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7 月 19 日，地处河北唐

山市东北 9 公里处。原是清政府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

世凯委派周学熙开办，隶属滦州公司。马家沟矿正式

利用西法开采，共开凿了两个矿井，1910 年开始出煤，

为开滦“老五矿”之一。1912 年英国资本家吞并滦州公

司，开滦矿与开平矿合营，马家沟矿也并入开滦矿务

局，自此马家沟矿遂沦入英国人之手。

1935 年，开滦正处于产销矛盾的危机之中，英国资

本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攫取更大利润，开始想尽办法

压榨开滦矿工。

从当年《申报》上的新闻介绍，便可以看出端倪。

开滦的资本家采用了软硬兼施、逐级下压的办法欺负

矿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资本家惯用的套

路。事实上，包工头之所以随意开除工人，完全是听从

了资本家的摆布。而一旦出了事，局面无法收拾，资本

家便一股脑把责任推给包工头，而他们在幕后坐收渔

翁之利，里外装好人。当然，包工头一边盘剥工人，一

边充当狗腿子，自然也是矿工们的反抗对象。

新闻中，所谓的“保安队长”、“调停”，不过是一帮

吃洋人饭的打手，利用非法的手段欺压矿工罢了，明眼

人一眼就能看穿。广大的劳苦大众无法接受这种霸

凌，开始奋起反抗，他们罢工、游行、团结起来积极作斗

争。资本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局面，他们怕的

就是工人们抱团。后边的“裁撤矿司”、“勾结汉奸”、

“赌博”，全都是他们给“背锅侠”们找出来的理由，完全

就是推卸责任的表现，是用旁不相干的事，解决了在他

们眼里“不听话的人”。

经过近一年的策划，并征得国民政府同意。1936

年 1 月 9 日，开滦资本家们以“煤质不佳，营业不振”为

借口，关闭了马家沟矿。关矿后，大批工人遭解雇，附

近的繁荣街镇也变得萧条沉寂，井上下设备被拆毁，工

业广场变成一片废墟，井下变成一片汪洋……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开矿山，恢复建

设，矿工成为矿山的主人。

（图片由作者提供）

从小喜欢荷花。老家距离荷塘很

近 ，每逢盛夏金秋 ，都爱蹚水采莲 ，红

蕖碧叶，清波夕阳，成为童年最温馨的

记忆。

今年国庆假期，收到曹妃甸籍著名

画 家 、雕 塑 家 孟 德 武 先 生 寄 来 的 国 画

《红蕖映日》，打开之后，一股清新之气

扑面而来。整个画面宽 70 厘米，高 137

厘米，几乎铺满单人床。整幅画笔墨淋

漓，工兼写，画风严谨，意境感很强。画

中左上方那枝盛开的红莲，正是我童年

时荷塘中荷的样子。画中 8 个不同形状

的花瓣，裹着金色的莲蓬，每一个细小

的花蕊，都似乎传递出特有的芬芳，我

忍不住伸出手，去触碰那盛开的莲，就

像童年时去采莲。忽然想到，隔了近 50

年 的 时 空 岁 月 ，一 幅 画 与 一 个 人 的 童

年，竟以这样的方式在瞬间拉近，仿佛

童年的荷塘就在眼前。

仔细欣赏这幅画，感觉有五个鲜明特点：

其一，立意高远，君子之风呼之欲出。中国文人，大多爱莲，历代画

家，多爱画莲以表君子之志。五代的黄居寀、顾德谦，宋代的法常、吴

炳、赵佶，元代的杨叔谦、张中，明代的陈洪绶、李日华、林良、陆治、吕

纪、沈周、徐渭，清代的吴耷、石涛、恽冰、吴振武、胡公寿、赵之谦，当代

的齐白石、吴昌硕、张大千、江寒汀、陆抑非、谢稚柳、娄师白、周思聪等

一大批画家，都有经典的莲画传世。他们笔下的莲花各显风采，有的泼

墨写意、淋漓酣畅，有的用笔精致、清爽朗健，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因为历代画家都画莲，使得这一文人画题材的创作难度加大，不容

易出新意。而细观孟德武先生笔下之莲，远中近相映，工笔写意结合，

整个画面疏密得当，空灵处，大片不着笔墨；细密处，枝叶交错纵横。最

下边，小荷才露尖尖角，如一翩翩少年；往上，正喜红莲欲放时，如一蓬

勃青年；再往上，一杆红蕖向日开，如人旷达之中年；最上边，用虚笔画

的花瓣落尽余莲蓬，如人之沧桑老年。四处画莲，立意明确，意境深邃，

恰似君子一生，更无论身处哪个阶段，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以画寓人生，以莲寓君子，人与画相对，如与君子相约，令人身心愉悦。

其二，笔墨酣畅，远近、浓淡、干湿交待清晰。整幅国画浑然一体、

水味很浓，笔墨意趣，跃然纸上。就笔下莲花及莲叶、水草、莲蓬、水波、

小鱼、太阳的表现看，远近一目了然，浓淡相映成趣，干湿技法娴熟，层

次感特别明显，作为典型的工兼写花鸟画，绘画技巧的运用炉火纯青。

如对莲花花瓣的表现，色彩鲜明，开合如仙人起舞，既写实又传神，对莲

叶以写意为主，淋漓相间，把宣纸的晕染效果运用到极致；对水纹和小

鱼的表现，则高度简约，寥寥几笔，计白当黑，便表现出水的形象。画上

几条小鱼活灵活现，使画面静中有动、动静相宜。

其三，构图严谨，向上伸展的力量感充盈画面。画面结构上松下

紧、左松右紧、远松近紧。两朵主荷分别落在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并

在左上和右下方分别加上成熟的莲蓬与才露尖尖角的小荷，以从不同

方向来呼应。为防止画面左上方显空，题款左上，字与莲相映成趣，彼

此注解。文字解释画面，画面延伸文字，都成为构图的要素。由于红颜

色比较抢眼，且在构图中呈左上到右下的现状分布，为平衡构图，左下

方又添上三条游动的红色小鱼，使画面更加灵动，富有荷塘野趣。花、

叶、鱼的不同朝向，使画面有一种放射型力量，有伸展感，虽未画出阳

光，却有一种伸展向阳光的力量，展示出一种蓬勃的生命状态。

其四，虚实相间，诗、书、画、印完美结合。中国文人画讲究“诗书画

印”四位一体，而这幅画的题款：“翠盖接天气清爽，红蕖映日水寒香”，

两句很有诗情画意。三行题字笔法苍劲高古，大小错落有致。整幅画，

细致处工笔如绣花；粗犷处，落墨任挥洒。最可贵的是画面动静结合，

看似娴静，但让人能感到阳光抛洒、红蕖伸展、莲叶摇风、水波粼粼，莲

叶或卷或伸，鱼儿伴荷起舞，水草临风弄姿，这些都是静中之动，呼之欲

出，让画面更具质感，更有生命。整幅画里用了四枚印章，都很讲究，右

下角为“如愿”，题款引首章为“形而上”，前款为“儒枫草堂”和“孟德武

印”，阴文印、阳文印、方形印、圆形印相互映衬运用得当。

其五，充满禅意，人生无处不清莲。莲花，在中国人心目中是“花中

的君子压群芳”，其象征意义更为深远。莲者，廉也。各级从政者无不

以廉为要，贪廉只在一念间，荣辱却是两重天。但要行使公权力，无论

职业，无论高低，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布衣百姓，都应一生守清廉，心中

时刻有莲花绽放。家中厅堂或办公室如果挂上一幅清莲图，可言志，可

提醒自己时时刻刻严以自律，不染淤泥，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谓人生

一件雅事。此外，莲花还象征智慧，象征正知正觉，与莲为伴更能达清

净的境界。莲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既不执着于世俗的有，也不沉溺于虚

无的空，而是在有与空之间找到平衡，实现内在的和谐与超越，实现内

心的清净与觉悟。荷花的每一次绽放，都是对生命无常的深刻提醒。

这幅画中的莲初生、生长、盛开、凋零，表现得淋漓尽致，画出了禅境，寓

意了人生。

一幅好画，值得珍藏。静静的深夜，我对着孟德武先生的《红蕖图》

静坐，心入了画，画入了心，相看两不厌，画上四朵莲，心也成一朵莲，五

莲相接。我想，这也许就是一种禅境。遇到这样一幅佳作，既是一种幸

运，也是一种缘。

《申报》上的开滦矿工
□ 石 岩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19）

□王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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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武绘《红蕖映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