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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剧团先在文水和交城交界的东
北、西北地区活动，此处离日寇的据点
开栅镇很近，走在山梁上向下一望，太
汾公路两旁成排成行的碉堡历历在
目，因此附近经常有日伪人员出没。
武装班放好警戒，就在树林里围起舞
台进行演出。

此处山青水秀，满山遍野长着果
树，此时正值苹果、葡萄成熟的季节，
在林子里演戏，秋风吹来，一阵阵浓郁
的芳香沁人肺腑。那硕大而鲜红的苹
果，掉下来有时就落在脚下。那透过

枝 叶 洒 下 来 的 阳 光 ，好 像 点 着 的 明
灯。那飞跃在枝头放声啼鸣的小鸟，
好像伴奏的乐队……

同志们此刻都低头深思：“这儿是
祖国多么美丽富饶的地方啊！但这儿
的同胞们，却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下过
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想到这些，强
烈的民族仇恨在心里燃烧起来。

之后，剧团又到离文水县城不远
的地方去活动。那一次，随同军分区
部 队 晚 上 到 太 汾 公 路 以 东 去 运 粮 。
由于敌人占领着产粮的平川地区、山

区，根据地军民的吃粮问题，有部分
要靠晋中平原的敌占区来供给。所
以完成这种运粮任务，也等于执行重
要战斗任务一样。部队一下山就把敌
人的据点和公路严密封锁起来，敌占
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事先把粮食都
准备好了，这时乡亲们赶着大车的、吆
着牲口的、挑着的、背着的，组成一支
浩 浩 荡 荡 的 运 粮 大 军 ，连 夜 往 山 里
运。剧团的人，除参加组织群众迅速
安全的运粮工作外，有的人还手里提
着浆糊桶，口袋里装着宣传品，看准
地方就张贴，直到贴到敌人据点的寨
门上去。这些宣传品的内容，就是当
天编写并刻印出来的《八路军告敌占
区同胞书》。

““游击剧团游击剧团””故事多故事多
——战斗剧社之二

□ 文/图 本报记者 曹永亮

“游击剧团”是战斗剧社贯彻贺老总讲话精神的一个产物。1941年的“八一”节，多个文艺剧
社汇聚在兴县进行汇演，贺老总发表讲话，他要求文艺活动要贴近群众、士兵、形势，由此，“游击
剧团”诞生。由武装班8人和剧团11人组成的队伍便出发了，他们深入战斗一线、敌占区，冒着
危险为大家表演节目，有时候演出地仅仅距离敌人营地数里。同时走到哪里，把宣传也搞到哪
里。哪怕在帮着部队运粮困累之余，还要坚持给大家送上表演。这种精神值得表扬与学习。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这几天
的演出我都看了，我认为你们演得
很好，会演很成功。本来应该好好
慰劳你们，对你们的会演作个认真
的讲评。可是你们知道，我是个粗
人，不懂文艺，关政委到延安治病
去了，甘主任下部队检查工作也还
没回来，只好由我给你们来乱说一
通。你们欢迎，我就讲，不欢迎，我
就不讲了！”以上一段话的背景是，
1941年的“八一”节，一二O师各旅
和晋绥几个军分区的剧社，汇集在
兴县的大善村举行联合会演，演出
结束后，贺师长开始讲话了，他这
一说使得全场又是哄堂大笑，又是
热烈鼓掌。当时流传着一句话，说
贺老总讲话，能把死人说活来。大
家都欢迎他讲话！因此会场上经
过一阵气氛异常活跃之后，马上又

变得鸦雀无声静听他讲话了。
从“南昌起义”到创建中国工

农红军，再到红军时期文艺工作
为战争服务的光荣传统，贺师长
接着讲到抗日战争形势和部队文
艺的工作情况，她特别指出抗战
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战斗越来越
频繁，环境越来越残酷，生活越来
越艰苦。可是文艺工作的进展，
却远远跟不上战争形势的需要，
甚至有越来越走向脱离部队、脱
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最后
贺师长发出号召说：“你们要到连
队去，到战士里边去，到敌占区
去，到斗争的最前线去……”

同志们经过认真讨论，虚心接

受贺师长的批评和指示，检讨了近
期内较多的在后方机关演大戏和
闭门造车搞创作等倾向，并且立即
采取行动：把剧社本身分成若干演
出组、辅导组，让战斗平剧社赶排
了几个新戏，让战斗儿童演剧队也
排出反映现实斗争的新剧目、新舞
蹈，大家分头到连队和农村中去开
展工作。同时，从剧社抽出十一个
人（包括两名女同志和两名儿童队
员）组成了一个精干的“游击剧
团”，计划到晋中敌占区边沿去做
文艺宣传活动。

贺师长批准“游击剧团”的计
划，立即表示大力支持，并对演出
和安全作了详细的指示。

游击剧团由欧阳山尊同志任团长，刘伍同志任支部书
记，成员有石丁、贺飞、萧盂、萧明、薛海迎、高于良、路均一、
王述文、佳雨等同志。为了加强自卫能力，除两个女同志佩
带小手枪外，另九个男同志各带一支步枪，三十发子弹，两颗
手榴弹。同时，为了能争取时间迅速演出，每人还背了一条
夹被，用捆背包绳把夹被扯起来就是舞台。演出用的道具、
服装、乐器、化妆品等，也都分工背在十一个人身上，随时都
可以拿出来用。另外，还背了一套简易的油印工具，准备能
随时随地印制宣传品。

八月中旬的一天，天高气爽，带着师首长和同志的嘱托
与希望，众人从兴县西集村出发。一出村口，周士弟参谋长
派来的武装班已经在等，这个班共七个人，由副排长谷树荣
同志任班长，六名战士都是从侦察连选来的战斗经验丰富的
老侦察兵。谷班长一见面就报告说：“贺师长、周参谋长已经
把任务给讲清楚了，我们班配合你们到晋中平川去演戏宣
传，如果碰到敌人打起来，坚决打垮敌人，保证你们好好演
戏。”十一个人的队伍，这一下变成了十八人，成为一支名副
其实的武装宣传队了。

在征途中，大家按严格的军事生活要求：行军中，要派
出尖兵和后卫，到驻地，要设立值夜和警戒。记得端着枪
到村外站第一班岗的哨兵，就是团长欧阳山尊同志。这一
路上，不仅加强生活锻炼，而且还得加紧排练演出节目，排
出的节目有：独幕话剧《陈平山回家》（王震之作）《宣传》

（光未然作）等，还有欧阳山尊边采访、边写作的独幕话剧
《警备队长》、歌曲《冲锋向前》《手榴弹开花》以及故事朗
诵、口琴重奏曲等，带着这些短小精悍的节目去前方演出，
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 1940年，参加第一次晋西北戏剧
座谈会的同志合影。前排：左二关向应、
左三甘泗淇。左一朱丹、右一成萌、右二
莫耶、最后中立者欧阳山尊。

1939年战斗剧社在晋察冀
七祖院村旁的磁河边上排练合唱

贺老总讲话诙谐幽默

“游击剧团”
全副武装踏上征途

演出宣传两不误

▲

贺龙发出号召：到连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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