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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县，东伴汾河，西依吕梁。少半为平
川，多半为山区。平川四通八达、山区群峦起
伏，军事上进可攻而退可守。一九三六年红
军东渡，曾在此驻足，播种了革命的种子。一
九三七年八路军总部也到此开展工作，而后
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大捷之后，又进驻孝义，司
令部即在三区碾头，政治部在申家庄，实际上
形成了当时山西抗日运动的核心地区。

一九三六年，“七七事变”前，山西牺牲
救国同盟会已在党的领导下，由一批热爱祖
国、要求进步的青年组织和推动下迅猛发
展。尤其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党阎锡山
军队腐败无能，节节败退，且沿途抢劫百姓
财物，大发国难财，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
而凡有志青年，目击此景，更是心如火焚，悲
痛万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救国，要团
结起来，要有一个爱国的进步组织，牺盟会
正好应运而生。因此，立即得到广大青年的
拥护，纷纷参加，并为之积极工作。同时，因
有一一五师政治部民运部大力开展民运工
作发动群众，孝义的农、青、妇等救国会也都

积极组织起来，非常活跃，八路军、决死队、
县游击队都迅速扩大，还办了孝义县的战斗
报。同时，由一批青少年组织了孝义牺盟工
作队，深入农村开展民运工作，运用演讲、唱
歌，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做军鞋、送军粮等活
动。工作队开始在大会村成立，时间约在一
九三八年二月，开始其成员有田金云、冯全
英、宋锦福、程资厚（程平）、冯良贞（枫林）、
李德枝（李克）、李守玉（李守宇）、晏治华、韩
明达、武鸿生（武振国）、温万镒（万一）、张勤
仁（张朴）、杜木兰、芦金生、白世禄、武世娥
等同志。田金云为队长，冯全英是指导员，
宋锦福是司务长，程平是组长。五月迁驻兑
九峪，又增加了冯法中（冯松）、张达勃（张
波）、李兴汉（李冰）、李隆盛、程步远、张敏、
孙原娥（韦波）、孙慧娥、师富喜、田开甸等同
志。此时，田金云与冯全英先后调走，李克
为队长，冯良贞为副队长，程平为指导员。
这些同志男女约各半，年龄最大者不过二十
岁，最小者仅八岁，多数为十五、十六、十七
岁之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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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吕梁党史资料》第五辑 中共吕
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84年 4
月编印）

当时，孝义县武装有游击队，舆论工具有战
斗报，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还需要一支文艺宣
传队。因此，县委决定，立即将“牺盟工作队”改
为文艺宣传队。划归县游击总部政治部所辖，
由县长傅立民同志具体组织领导。为了使宣传
队能掌握文艺业务、开展工作，决定派往一一五
师政治部“战士剧社”去受训。一九三八年七
月，宣传队赴申家庄师政治部学习，师政治部宣
传部长肖向荣、师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民运部长
潘振武同志对宣传队人员都很关心，肖华同志
亲自教唱歌，罗荣桓政委还在夜间亲自查铺。
受训三个月，受益很大，学会了识音乐简谱，排
了好几个戏，学会了二十几个舞蹈和歌曲。此
时，冯全英同志又专门来申家庄发展了几名同
志为中共正式党员。同时，还学习了陈云同志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讲话等党内文件，武
装了第一批入党同志的思想。

“八一”建军节，还在申家庄与战士剧社、
吕梁剧社、黄河剧社等兄弟单位汇演。

八月四日，县长傅立民骑着洋马到申家庄
接宣传队回县，同时宣布：宣传队改为“战斗剧
社”。返回兑九峪，适逢“八一三”全面抗战纪
念日，开全县群众大会，并有战士剧社、火线剧
社（六八五团）、解放剧社（游击三团）一齐举行
汇演，整个水峪沟人山人海。大会上肖华和潘
振武同志讲了话，首次挂起了缝着“战斗剧社”
字样的幕布，演出了舞蹈和话剧“还我的孩子”
等戏。

当时剧社经常演出的节目有:“林中口哨”
（反映东北义勇、袭击日寇的故事）、“兄弟们拉
起手来”（反映北平青年学生不堪日寇统治，集
体逃出投奔革命的情景）、“三河口”（一一五师
战士剧社编写、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内

容）。舞蹈有:船华舞、空军舞、儿童舞、海军舞、
海岛舞、踢踏舞等。唱歌大部分是当时流行的
抗日歌曲，如“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及“自
由神”等，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大刀
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则是逢场必唱。

十月从一一五师民运部调王宏力（沈以）
来剧社当政治指导员。十一月又从“民大”调
来了高锦珠（高禹）、冯光晋、武芝芳（武子芳）、
田连登、姚守和、杨慧娥（杨岩）等同志。这时
正遇敌人频繁扫荡，未能和县委联系上党的关
系。沈以知道剧社有党支部，但并不知道是哪
些人。

县长傅立民是亲手创建剧社的人，他经常
到剧社驻地和大家谈话、聊天，做思想工作，讲
党的革命历史和传统。他又是一位多才多艺
的人，能具体地教唱歌、跳舞、画漫画。因此，
剧社的同志认为他既是领导，又是师长。而孝
义县的人则常讲:傅县长有三件宝:剧社、报社、
游击队。

战斗中孕育

战斗中诞生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在反共高潮
中发动了“晋西事变”，斗争非常激烈。赵承
绶强迫四专署向南撤退。剧团表面上接受命
令，实际上已按党的指示，做好应变的准备。
出发那一天，剧团一直向南故意走得挺快，把
四专署的队伍甩在后边，先到窑头，等走到故
贤沟口，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一进沟口，等在
那里的保安四团的同志，已做好武装警戒，保
卫剧团成员。党的部署是非常周密的。急行
军到达康宁镇住下，八路军一二○师的部队
已在那里。到兴县后很快就和中共晋绥分局
组织部长王达成同志接上党的关系。

等顽固军完全撤退到汾离公路以南之
后，剧团又返回白文镇。为祝捷，剧团沿湫水
河川逐村向八路军、新军、老乡演出，深入医
院慰问伤病员，并与黄河、前线、吕梁兄弟剧
社观摩演出。

一九四○年一月，在兴县城召开边区参
议会，剧团奉命与会演出，住兴县城附近水磨
滩。同时边区文化界联合会也召开成立大
会，剧团还有两名代表参加会，是程乎与冯松
同志。参议会开了半个月，选出续范亭为行
署主任，牛荫冠为副主任。参加演出的还有
七月剧社等十几个文艺团体，齐集兴县城，盛
况空前。

会后，剧团按照上级指示，积极准备赴延
安学习。在启程之际，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

的褚凤歧同志突然赶来宣布:决定剧团与分
局直接领导的“七月剧社”合并，合并工作进
行得很顺利。之后不久，整个七月剧社同志
一齐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桥儿沟鲁迅艺术
文学院和八路军部队艺术学校学习。一九四
二年学习完毕，在延安八路军礼堂及新市场
等地进行了演出，临离延安，还在参议会礼堂
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告别演出，毛主席
还给张勤仁同志的小本上写了“朴素”两个
字。返回晋绥边区后，经过艰苦的努力，“七
月剧社”已成为晋绥地区文化运动的支柱之
一，而当时的那些参加进去的青少年，后来在
党的培养下成长为卓有成绩的文化艺术骨
干。

（注:此回忆录乃根据原剧社同志，如韩
明达、张勤仁等同志提供的资料，经程平、晏
治华、李守宇、武子芳、冯松、杨岩等同志集体
回忆、讨论，由冯松同志执笔写成。）

“战斗剧社”真正是战斗的集体。侵占
孝义城的日寇，频繁扫荡兑九峪，这一群青
少年随时都处在危险之中，早晨正喊嗓子，
忽然听到枪声，马上就走；正在演戏，突然
接到情报，卸掉幕布就跑，常常是剧社同志
才 出 后 庄 沟 、日 寇 已 到 兑 镇 街 中 心 石 坡
上。转移中跑累了，大孩子还得背着小孩
子走。每到一处，马上就要写标语、画漫
画，教群众唱歌、跳舞，组织做军鞋、优待抗
烈属等活动。剧社一群青少年神出鬼没的
惊险活动，既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掩护、协
助和支持，同时也牵动着几十户父母的牵
挂和悬念儿女的心，各种令人兴奋的胜利
消 息 和 可 怕 的 死 的 谣 言 不 断 传 播 ，使 他

（她）们的母亲们整日含着惊喜的或者悲伤
的眼泪在生活。

这群青少年面临更大的考验。一九三
八年十一月，日寇从孝义城出发，分三路向
下堡河川、兑镇河川、柱濮河川扫荡。剧社
随游击队转移到中阳县关上一带，在范家沿
住了一段时间。接着日寇又进一步进攻弓
阳镇，剧社又随游击队上了隰县高庙山。在
冰天雪地里，被围困十余日，裤子和绑带都
冻在一起解不开，吃生土豆充饥。几次突不
了围，只好采用“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当
在山头上宣布这一决定时，大家都声泪俱
下，坚决不散，要求集体突围。经过说服，才
火烧了资料，化装为老百姓，依靠群众分散
隐蔽。仅留下几位年龄较大的同志，继续和
游击队一起打游击。化整为零之后，并没有
停止活动，如晏治华、李守玉、韩明达等同志
就地协助区政府工作；程平、冯松、李克、张
波等同志则仍在四区一带组成敌区临时宣
传队搞游击演出，经常演到一半，敌人来了，
关掉汽灯就撤，因为有群众掩护，又熟悉地
形，日寇和伪军也无可奈何。敌人知道剧社
还存在，并没有被他们打垮，而人民则高兴
地知道孩子们还活着。

在化整为零期间，国民党的一些组织和
军队利用金钱、地位等卑鄙手段，企图拉拢
宣传队的成员。但绝大多数同志保持了坚
定的立场，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和他们走到一
起去了。

一九三九年二月，甘一飞、冯全英同志
找到了王宏力、晏治华等同志，传达了县委

意见说 :因为当时孝义顽固派进行反共摩
擦，宣传队活动很困难，“民大”已停办了，
剧社又是顽固派破坏打击的对象。县委决
定改为“民革剧团”，打起阎锡山的招牌，迅
速集中起来，转移到晋西北四专署，先隐蔽
起来，保存力量，待机而动。到晋西北后，
还不能亮牌子，你们不能主动找组织，但组
织上会主动找你们。因为临时用鸡毛信通
知，开始只集合了约一半同志，但也增加了
如杨慧贞（杨征）等新同志。因时间紧迫，
拟先动身走。剧团内部党员之间的关系，
已由县委甘一飞同志给开了会，接上了头，
确定沈以为支部书记，组成战斗剧社支部。

剧团党员严守秘密，第一步先到了石楼
王村五县办事处，找到了杨自秀主任。在石
楼王村期间还在附近进行了宣传活动，同时
又派人回孝义继续联络集合其他同志。不
久，大多数同志都已到达。十月，杨自秀主
任带领剧团从王村出发，中间经中阳县、离
石县、到达临县四专署驻地白文镇。专员是
张隽轩，牺盟会负责人是苏谦益同志。郝家
坡住着牺盟会中心办事处，负责人是余培
德、张国声同志，沈以曾派人去联系过。白
文镇驻扎着赵承绶的骑兵部队，还有反动的
精建会和突击团。剧团的行动，也受到他们
的监视。一次，突击团（便衣）突然来到剧
社，进入伙房，看到一个反穿白羊皮大衣的
人，以为他是伙夫。

问:你们团长是王宏力吗？答:是。
问:他在哪里？答:他刚出去了。
突击团的人走了，可是他们却没有认出

那个站在伙房大锅旁的反穿皮大衣者，正是
其貌不扬的王宏力本人。以后摩擦愈演愈
烈，白文镇的空气更日趋紧张。晚上，剧团
内三五个人一起，假装上酒馆，如在街上遇
到阎军，对对口令，下酒馆再说，如有机会，
就将写好“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大标语
贴在大街醒目之处。

在四专署期间，剧团是向四专署领饷
的，每人每月约十五到二十元（大花脸），但
在剧团内部仍然执行我八路军制度，每人每
月一元钱津贴费，每天五分钱菜金，其余的
钱由司务长保管（有一个用铅片焊起来的挎
包），公用开支。

战斗中壮大

战斗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