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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作为文艺战线的一个缩影，
王易风的事迹反映了晋绥边区人
民抗日战争的艰辛与韧性。

1914年王易风生于临县彩树
岭村的一个耕读家庭，自幼受父
亲文风熏陶，熟读四书五经，上小
学的时候就接触进步书籍。

1927 年大革命时期，王易风
在碛口高小求学，对民主进步思
想有了更加进一步的理解。1930
年，因家庭贫寒，16岁的王易风弃
学回到彩树岭周边村庄任教。这
期间，他利用教学的机会在村民
中宣传新文化运动和进步思想，
并因材施教，自创了一套灵活、生
动的教学方法，得到了学生家长
的好评。1937 年抗战爆发后，王

易风兼任丛罗峪村牺盟会书记，
开展牺盟工作，成立业余剧团，发
挥其吹拉弹唱的文艺天赋，用唱
戏、说书、唱秧歌等方式宣传抗日
救国。

1941 年 王 易 风 调 入 文 工 团
后，更是如鱼得水。他和队员们
深入敌后，以戏剧为武器，在敌占
区、游击区和根据地大力宣传抗
日救国。1942年文工团扩编为湫
水剧社后，上级要求剧社领导带
头学戏、练功，并且请来戏班名师
具体指导。29岁的王易风在师傅
指点下，按“娃娃学徒”的要求黎
明即起，踢腿、拉架子、练台步、练
声、练念白、练唱腔、背台词等，苦
学表演艺术功夫。剧社用晋西北

的民谣、三弦书、道情、晋剧、秧歌
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文艺宣传。特
别是王易风即兴编唱的伞头秧
歌，语言朴实无华，通俗上口，且
为七字句式，易记易传，在晋绥三
分区广为流传。

1941 年 1 月，奔波于抗日文
艺宣传的王易风无暇顾及家事，
正在坐月子期间的妻子和家人缺
盐少米，温饱都没法解决。此时，
正好遇上日军扫荡，王易风的妻
子只好抱着襁褓中的幼子、拉着
仅三岁的大儿子到深山沟里躲
藏，母子三人在荒野外，风餐露
宿，受尽折磨。由于严重的缺乏
营养和日军扫荡下而经常性的四
处躲藏，襁褓中的小儿子患上天

花，几天都米粒未进。在附近村
庄宣传抗日的王易风得信后回家
照看了家人三天，可是，在这国家
最危难的时刻，剧社演出宣传任
务繁重，为了抗日救国，王易风在
亲情与国家之间，选择了国家，毅
然归队，把满腔义愤热血，投入到
文艺抗日战线。

1943 年秋的一天，湫水剧社
和七月剧社在松峪村的一次联合
演出刚结束，秋季反扫荡的大批
日军向剧社演出扑来，剧社立即
组织向西部的黄河边撤退，管理
剧社的王易风连夜进行空室清
野，将演出的服装、道具打包后，
组织剧社成员和沿途群众向黄河
岸边转送，刚把所有演员和演出
器材安全转移后，日军已经接近
松峪村，为了引开向大部队追赶
的敌人，王易风带领剧社两名武
生跑到松峪村的山头上，向日军

连开两枪，然后向北部方向撤退，
他们在日军前面时而奔跑，时而
停下来向日军放上一两枪，直到
把日军引向离剧社大部队很远的
地方，才绕道八堡过黄河与剧社
会合。

剧社转移河西后，驻扎在佳
县高家畔，恰逢中秋节，湫水剧社
马上与兄弟剧团联合编排节目，
到陕北黄河沿岸的后方医院、被
服厂、军工厂等单位进行慰问演
出。

1944 年，在边区变工互助政
策的号召下，王易风编唱民歌《变
工队》，并在晋绥大众报上发表。

1945 年春，十年九旱的晋西
北灾情严重，到初夏都没有下雨，
边区政府提出“防旱备荒”号召。
王易风随即编唱晋西北人民通俗
易懂的防旱备荒歌。

参考文献：《热血晋绥》

王易风（中排左三）与原湫水剧社战友在太原合影

穆欣，原名杜蓬莱,1920年 7月 11日生
于河南省扶沟县下坡村。学生时代的穆欣
酷爱写作，1936年春，他在百泉乡村师范学
校读书时，参加了新垦文艺社。后因在新
垦文艺社主办的《海星》杂志、《向实》周刊
上发表散文，宣传抗日救亡，被学校“勒令
退学”。

1937年 1月，在国难当头之际，穆欣毅
然奔赴山西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
的军政训练班。同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先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
的指导员、教导员。

1938 年，穆欣开始任山西省第六区公
署教育科长。同年 6月 7日，穆欣来到晋西
南吕梁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创办《战斗三日
报》，并担任主编。同年，参加中国青年新
闻记者学会。1940年参与创办《抗战日报》

（后改称《晋绥日报》），他担任通讯采访部
主任和晋绥边区综合性刊物《人民时代》主

编。1946年后，任新华通讯社特派员、解放
军第四兵团分社社长、云南分社社长，志愿
军第三兵团农宣传部部长兼新华分社社
长。至 1947年期间，他还担任国际新闻社
特派员、晋西北通讯站主任、中国青年新闻
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和晋西分会常务理事等
职。

在晋绥边区的 7 年中，穆欣不仅经历
了残酷的战争考验和艰苦生活的磨练，而
且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有影响的新闻记
者。期间，他以惊人的毅力，在繁重而紧张
的战地采访、撰稿、编辑工作之余，还刻苦
自学。

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的磨练，不仅练
就了他敏捷的思维，朴实的笔风，也锻炼了
他写作的速度。1946年 4月，他曾在 1周时
间内，写出一本 10 多万字、全面介绍晋绥
解放区诞生、发展和现状的《晋绥解放区鸟
瞰》一书。同年 5 月，他又以惊人的速度，

写出了《晋绥解放区的民兵》一书。1947年
夏，穆欣调任新华社特派员，在陕甘宁晋绥
联防司令部所辖地区活动。

1947 年 7 月，穆欣奉新华社总社的命
令，筹建豫陕鄂分社，并担任社长，并跟随
陈赓兵团行动，负责报道任务。1949 年 2
月后，主持新华社第二野战军第 4 兵团分
社及国防战士报社、国防出版社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穆欣先后任新华社云

南分社社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 兵团政
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分社社长，哈
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
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
报》社党组书记、总编辑，中国新闻工作者
协会常务理事，外文出版局副局长兼《人民
画报》社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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