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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战斗剧社之四

□ 文/图 本报记者 温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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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剧团在脱离群众、脱离
实际错误的道路上回头的，是剧团
到延安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剧社
不少同志，都是两次到过延安。第
一 次 ，是 在 1938 年 前 后 ，祖 国 危
亡，大地沦陷，在四顾茫茫中，奔向
延安，找到了救中国、求解放的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次，就是
1942 年，随剧社重返延安，认真地
学习了“讲话”精神。

但 是 ，这 次 去 延 安 的 途 中
——绥德休整期间，剧团商讨拿
什么节目向党中央汇报和延安的
观众见面。有的同志坚持要拿在

敌 后 创 作 出 来
的 反 映 抗 日 斗
争的作品，有的
仍 主 张 搞 几 个

名 戏 ，才 能 显 示 剧 社 的 所 谓 水
平。结果，后者的意见竟又一度
占了上风。就在此时，派赴延安
去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代表赶回绥
德，根据记录传达了毛泽东同志
讲话的主要精神，这场争论才终
于得到了正确的解决。大家一致
同 意 上 演 自 己 创 作 的 大 型 话 剧

《丰 收》和《求 雨》《回 头 是 岸》等
戏，当时的演出盛况空前，轰动了
延 安 。 毛 泽 东 主 席 观 看 演 出 之
后，亲笔写信鼓励：“感谢你们，你
们的剧我认为是好的，延安及边
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的戏，
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

歌剧《刘胡兰》的产生，就是贯
彻“讲话”精神的明显例子。最初
上演的《刘胡兰》，仅是两场汇报形
式的话剧。那是在解放文水战斗
中，为了配合任务突击出来的。后
来，文水解放，创作组去英雄刘胡
兰的故乡——云周西村访问、生
活。并在优美动听的晋中民歌音
乐的基础上，创作了大型歌剧《刘

胡兰》。这个剧本在整个解放战争
过程中演出，起到了巨大的政治动
员作用。每次演出，全场观众都沉
浸在悲痛与愤怒的情绪中。战士
们观看后，往往热泪横流，举枪高
呼：“为刘胡兰报仇！”记得有几次
正演到阎军以铡刀杀害我们女英
雄的时候，台下竟有战士猛地站起
来，拉开枪栓，要向扮演阎军连长
大胡子的严寄洲同志开枪。为了
防止意外事件发生，连队进入剧场
前，连长、指导员们都自动地检查
一遍战士们的枪槽里是否压了子
弹。

战斗剧社为了实践文艺为工
农兵的方向，不少人甚至献出了自
己年轻的宝贵的生命!如剧社编辑
股（后为创作组）的丁基、赵鹏、刘
昭平等同志，都先后英勇地战死在
抗日解放战场上。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以及经过漫长的曲折
的革命斗争实践的证明，它永远是
无产阶级文艺的光辉旗帜。它的
伟大的生命力就在于使革命文艺
工作者和工农兵在空前规模和空
前深度上结合起来，把中国革命文
艺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毛泽东于 1942年 5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
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并解
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
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
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
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
积极贡献。战斗剧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前，受“大戏”“洋戏”之风和剧社队伍调整的
影响，创作了一批名剧，却不受群众喜欢。经过
延安之行，剧团认真领会“讲话”精神，创作出了
以《刘胡兰》为代表的不少优秀剧作。

“同志!你来看《雷雨》的
时候，请勿忘带手帕。”1941年
的初冬，吕梁山上的一个村口
外 ，在 两 棵 高 大 的 白 杨 树 中
间，高高地悬挂着一幅巨大的
广告。广告的下端贴着一张
套色油印的洗明书，有一行字
特别醒目，这行字的内容就是
本文开头的这句话。同时，广
告上面画着一个披头散发的
女人，她幽灵似的隐现在雷电
的闪光中。

原 本 以 为 ，剧 团 经 过 认
真的选择与准备上演《雷雨》
这 部 作 品 ，肯 定 会 得 到 观 众
的认可。相信观众会通过观
看 演 出 ，会 为 剧 中 人 物 的 命
运流下辛酸的眼泪。所以在
广告内容中就提到让观众带
手 帕 。 这 不 是 讽 刺 ，也 没 有
任 何 的 夸 张 ，更 没 有 任 何 贬
低 这 部 名 剧 的 意 思 。 结 果 ，
完 全 出 乎 众 人 的 意 料 ，舞 台
下 不 仅 听 不 到 半 丝 啜 泣 ，传
来的却是一片哗笑声。这是
因 为 露 天 剧 场 上 雪 花 飞 舞 ，
而 剧 中 的 鲁 贵 却 赤 膊 摇 扇 ，
也是因为晋西北零下数十度
的 严 寒 里 ，剧 中 的 四 凤 却 穿
着 露 臂 的 纺 绸 小 褂 ，神 经 质
地喊着：“好闷热的天气啊 !”
更主要的原因是敌人近在数
十 里 之 内 ，是 民 族 危 亡 的 紧
要 关 头 ，我 们 英 雄 的 八 路 军
战士有什么闲情来欣赏这出
发生在周公馆里的悲剧呢 !

这部戏的失败，没有引起
剧团的足够重视，接着又远从
延安鲁艺搬来了大型话剧《中
秋》。该剧是反映抗战时期农
村生活的，剧中人物的心理刻
画是细致的，语言是优美而精
辟的，戏剧情节波澜起伏，这
剧 本 是 有 高 度 的 艺 术 魅 力
的。演出时，大幕拉开以后，
舞台上出现了古槐、农舍、中
秋皓月、湾湾的闪着银光的河
流……这时，台下骤然地响起
了雷动的掌声。这是观众为

剧团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搞
的灯光布景在喝彩。

然而，好戏不长，第二幕刚
完，贺龙师长，突然从观众中站
起来，直率而严肃地对演出人
员说：“你们演这种悲观失望的
戏干什么?”那天晚上，戏在一
场一场的演，观众是一队一队
在“起立”“向后转”的口令声中
散去。最后，只剩下剧社的十
来个人，冷清清地坚持到最后
一场的大幕落下。事后得知：
当时战士们看了很生气，甚至
有人想把石头扔到舞台上来。
他们说：“把我们的农民演成了

‘软蛋’，一点也没有中国人的
骨气!”

可以说，花费了两月排练
的戏，竟然被彻底否定。剧社
是有着革命文艺传统的老红
军宣传队。为什么会产生脱
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呢？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战争的
需要，经过长征锻炼的一批骨
干调出剧社；另一方面，剧社
来了一批批刚从大城市进入
根据地的知识青年。因为剧
社的成员与领导骨干起了变
化 ，随 之 工 作 方 向 也 起 了 变
化。当时，不少同志，人在根
据地，心却在大城市。不少人
对艰苦的生活产生厌倦之情，
向往着城市生活，甚至在打算
将来抗战胜利后，拿什么和城
市观众见面。客观原因也受
当时刮着的“大戏”“洋戏”之
风影响。

▼ 女 同 志 赛
跑（最右为战斗剧
社申伸）

一九四二年，
战斗剧社部分同志在
延安合影

▲

▲

一 九 四 二
年，战斗剧社儿童
演剧队在延安合影

好剧不受欢迎

重返延安 成果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