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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唱起1942年由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

深情、豪迈的《延安颂》，仿佛又回到那炮火硝烟

的抗战年代，又置身于宝塔山下、延河水畔，又走

到那黄土高坡、排排窑洞和延安父老乡亲中间，

又听到那一阵阵，此起彼伏，排山倒海，惊天动

地，遥远而又亲近的歌声。

一座座歌颂抗战军民的英雄丰碑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音乐是时代的脉搏，歌

曲是人民的心声。哪里有抗战的军民，哪里就

有抗战的歌声。歌声与行动同步，歌声和刀枪

共鸣，有的歌曲直接形成战斗力。如《到敌人

后方去》（启海词 冼星海曲）把战略思想，战

术动作、战斗任务、战斗目的，一一唱的清楚，

一边歌唱一边实施，起到了鼓士气，壮军威，无

往而不胜的作用。再如《游击队歌》（贺绿汀词

曲）唱出了抗日游击队员的机警、灵敏、英勇善

战，来无影、去无踪，神不知、鬼不觉，把鬼子打

得晕头转向。其他紧密配合战斗任务的抗日战

歌、进行曲，如《反法西斯进行曲》（朱子奇词

麦新曲）《抗战进行曲》（敏夫词 李焕之曲）《让

地雷活起来》（郑红羽词 张非曲）《保卫晋察

冀》（叶频词 周巍峙曲）《战斗生产》（王莘词

曲）《团结就是力量》（牧虹词 卢肃曲）《说打就

打》（谢明词 庄映曲）等，大都是蘸着炮火烽烟

而写，迎着枪林弹雨而唱。有歌声就有队伍，有

歌声就有行动。人民听了欢欣鼓舞，敌人闻之

丧胆落魄。

烈火出金刚，赞歌唱英雄。“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活跃在抗战一线的音乐工作者，含着眼泪

悲壮地讴歌抛头颅、洒热血誓死抗日献身的英雄

儿女。如《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词 劫夫

曲），用4句叙事、抒情的音调，以多段体歌词内

容，反复演唱了一个少年放牛娃机智、勇敢地诱

敌、骗敌、歼敌、最后被鬼子惨杀的壮烈故事。

有人物，有情节，简单明了，如泣如诉，声诗共

振，催人泪下。

延安音乐最大的成就是推出了史诗歌曲《东

方红》。它唱出了一轮升起在世界东方的红太

阳，唱响了一个时代伟人，唱红了一个新中国。

《东方红》已融入人民的感情，长成身上的骨肉，

铸成民族的精神，是世世代代永远铭记的歌的丰

碑。在1963年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作为

大歌舞的开篇，伴随着“朵朵葵花向太阳”的群

舞，高唱《东方红》，表达了各族人民对共产党和

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后来，《东方红》的乐曲，还

乘上卫星飞向太空，响彻天下。这首《东方红》

歌曲已与中华民族、中国这块土地、中国革命历

史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的故事，中国的

声音，怎能不永远高唱呢！

一篇篇独具特色的经典乐章

《黄河大合唱》，是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

作。1939年1月，光未然用5天时间就创作了歌

词《黄河大合唱》,3月26日至31日，冼星海在鲁

迅艺术学院的一个小窑洞里完成了这部旷世之

作——《黄河大合唱》（作品第7号）。4月13日，

在延安陕北工学礼堂，由邬析零指挥抗日演剧三

队首演了这部作品。从此，《黄河大合唱》那慷慨

激昂的歌声，响彻黄河两岸，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以至名扬海内外，声震环宇。5月11日，《黄

河大合唱》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的鲁艺成立一

周年纪念音乐会上正式公演，毛泽东、刘少奇等

中央领导人观看了这场演出，并对这部作品给予

了高度评价。《黄河大合唱》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

尽可能完美艺术形式统一的大型音乐套曲成功

的典范。

延安，是革命的灯塔。抗战歌曲，是抗战精

神的旗帜。其间，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产出了一

批“标识性”歌曲，如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原

《八路军进行曲》，后填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

曲》，1988年7月25日，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

署命令，将其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由陈

毅作词，何士德作曲的《新四军军歌》，由凯丰作

词，吕骥作曲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这些歌

曲已成为一支人民军队、一所革命院校的重要标

志，一种战斗精神和一个不变的灵魂。其他一些

优秀歌曲，如《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在太行

山上》（林涛声词、冼星海曲）、《南泥湾》、（贺敬之

词、马可曲）、《翻身道情》（贺敬之词，刘炽曲）等，

为历史和人民留下永远美好的记忆，久唱不衰，

世代相传。

《延安文艺大系》是红色文艺掀起的一个高潮。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是指引革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明灯。

启示之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
问题，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当

今“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文艺创作方针是一脉相承的。在《讲话》

精神和延安文艺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后的音乐

创作，相继涌现出《歌唱祖国》（王莘词曲）、《我的

祖国》（乔羽词、刘炽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

征难》（肖华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曲）等。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

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歌曲如《在希望

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春天的故

事》（叶旭全、蒋开儒词，王佑贵曲），《走进新时

代》（蒋开儒词、印青曲）等。这些都是为人民鼓

与呼、为时代颂而唱的歌曲。

启示之二：坚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结

论”部分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

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

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

热的斗争中去”。贺敬之在2002年5月纪念毛泽

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时

答河北电视台记者问回忆说：“毛主席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开过不久，大概半个月或十天左右，他

到鲁艺来作了一次讲演，提出‘大鲁艺’和‘小鲁

艺’的问题。意思是说，你们在‘小鲁艺’这个小

范围的学习当然是需要的，但不要忘记‘大鲁

艺’，也就是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要向社

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我于1964年从连队

调入战友文工团搞歌词创作，团里要求我们每年

要深入基层生活三个月。当时已著名的女词家刘

薇就带领我背上背包一起下部队深入生活。那时

写的歌词大部分都是站在队列里创作的，如《连队

生活歌曲》六首：早操歌、打靶歌、刺杀歌、投弹歌、

夜行军歌、擦枪歌，使连队生活歌曲化，很受广大

指战员喜爱。我于1984年创作的歌词《十五的月

亮》及姊妹篇《望星空》也是在深入基层连队广泛

征求官兵需要什么样的歌时写的。可惜，近些年

下部队少了，因此也不敢写歌词了。歌曲创作离

开生活的土壤，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

了群众，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生命力。

启示之三：诗随时代，歌追梦想。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精神。当今中国，已进

入一个万众一心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新时代；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和平发展的新时期。我们要站在一个

新的历史起点上，增强大国意识，大梦意识，大爱

意识，大美意识。既要发扬战争年代那股劲头，

又要与时俱进，充分展示当代中华儿女的崭新风

貌；既要坚定不移地弘扬主旋律，提供正能量，又

要促进多样化，传递真善美。就歌曲而言，歌词

既不能堆砌标语口号，又不能不讲内容，随心所

欲；曲调既不能老调重弹，也不能胡编乱造，怪腔

怪调，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我们要以高度的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敢于担当，勇争人先。“弃燕

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弘扬中国精神，开创

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努力创作出无愧于伟

大民族、伟大时代的史诗浩歌。

抗日救亡的不屈战歌抗日救亡的不屈战歌
□石 祥

早期抗日文艺活动回顾
□钱振纲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笔者此

文拟专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抗战文艺活动

作些考察。中国的全面抗战以1937年“七七卢

沟桥事变”为标志，而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正式达成则以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

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为标志。

“文协”包括了左中右各派的文艺工作者。从此，

中国的抗日文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诗

歌、报告文学、小说、戏剧等各种形式的抗日文艺

在揭露日寇侵略暴行，鼓舞中国人民抗战热情方

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中国的抗日文艺活动并

非从“文协”成立开始，而是很早就发生，并且经

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

一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面对

日寇的入侵，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中国的文艺工

作者，特别是来自东北三省的文艺青年，很快以

文学的形式发出了抵抗的声音。东北作家李辉

英是用小说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的第一人。他

的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发表在“左联”

机关刊物《北斗》1932年1月号上。当时作者正

在上海从事文艺活动，故小说下署写作时间地点

为：“廿年秋日军进占吉林后十三日写毕于吴淞，

廿年冬十二月十日改稿于吴淞”。从标题上看，

这篇小说应当是受到了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

说《最后一课》的影响。小说以坐落在吉林省吉

林城的吉林省立女子中学校的一名学生静真作

为叙述者，描写了1931年9月下旬日军占领吉

林城后，她与另一位同学慕遐在自己的学校即将

被日军关闭的那一天，因怒撕日本关东军司令官

所发布告被警察带到公安局审讯的经过。通过

这些描写，小说反映了日军占领下东北民众亡国

的痛苦和坚持抵抗的情景。

1932年初，日寇又发动了侵占上海的“一·

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蒋介石的“攘外必

先安内”国策引起民众的不满，也促使更多作家

关注抗战问题。女作家葛琴的短篇小说《总退

却》就是以“一·二八事变”为反映对象的。小说

发表于“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月刊1932年5月

号。作品以农民出身的士兵寿长年参加一·二八

抗战的经历和见闻为主线，充分表现了下层士兵

和民众的抗战热情，同时对于来自上层的总退却

命令则表示了极度不满。之后，文艺界抗战热情

更加高涨。1932年9月至1933年上半年，仅抗

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就有三部之多。它们是铁池

翰（张天翼）8万余字的《齿轮》、林箐（阳翰笙）8

万余字的《义勇军》、李辉英10万余字的《万宝

山》。三部小说均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齿轮》

写的是从“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南

京和上海的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义勇军》写的

是上海工人组成义勇军参加“一·二八抗战”的英

勇壮举。《万宝山》则以1937年4月至7月发生于

长春市北郊的万宝山事件为题材，揭露日本人的

阴谋和暴行。当然，这三部作品在写作上还存在

较为严重的缺点，茅盾曾撰写《“九一八”以后的

反日文学——三部长篇小说》一文对这些作品思

想和艺术上的缺陷作出过批评。

1935年，鲁迅编辑了一套《奴隶丛书》，由上

海容光书局出版。丛书包括叶紫的短篇集《丰

收》、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长篇

《生死场》。其中《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可以

说是这一时期与东北抗战有关的两部比较优秀

的作品。

《八月的乡村》出版于1935年8月，共14章，

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一支由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战斗生活。这支部队一方

面与日伪军作战，一方面也与地主武装作斗争。

作品歌颂了战士们为摆脱奴隶地位而进行的伟

大战斗，同时也强调，革命者必须在斗争中不断

克服自己的弱点，遵守纪律，同志之间必须互相

尊重，互相爱。鲁迅在其《田军作〈八月的乡村〉

序》中这样评价这部作品：“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

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

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

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

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

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

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

所得的。”

萧红的《生死场》出版于1935年12月，共17

章。前10章写的是东北沦陷前农民的生活。作

者用低沉压抑的笔触描写了农村的落后、苦难和

农民的蛮野、愚昧。后7章则写日本侵占东北后

的种种暴行，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而农民在革命

军的影响下开始逐步觉醒，与侵略者进行殊死的

斗争。小说虽然结构散漫，也不太注重人物性格

的塑造，但却能以细腻的笔触真切地写出东北人

民一幕幕生活和斗争的情景。鲁迅在其《萧红作

〈生死场〉序》中是这样评价这部作品的：“这自然

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

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

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

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爆发，有

影响的抗日短篇小说还有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

子》、罗烽的《第七坑》，等等。

除小说之外，歌曲、戏剧、电影等方面也有不

少抗日作品。歌曲方面如黄自的《抗战歌》《热血

歌》，田汉、聂耳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戏

剧方面如田汉的《乱钟》《回春之曲》；电影方面如

田汉、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等

等。

与当时左翼作家占居中国文坛主导地位相

一致，早期抗日文艺作品的作者也多为左翼作

家。又因为日本首先侵占的是中国东北，所以东

北作家群对日本的入侵感受最深，反应最快，对

抗战文艺尤其是抗战小说的贡献也最大。由于

当时国共尚处对立状态，且蒋介石对日本入侵

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因而这一时期多数抗日

作品在表现抗日精神的同时，仍然强调阶级矛

盾，国共对立，并着力谴责国民党上层的对日妥

协政策。

在红色的20世纪30年代，右翼文坛人才匮

乏，创作不多，更少抗日作品问世。这方面惟一值

得提及的是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这部长篇

小说最初连载于1932年5月28日至同年9月11

日的上海《大晚报》副刊，约13万字。1932年11

月由大晚报馆出版单行本。作品以上海“一·二八

抗战”为题材，但其思想却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小说赞扬了十九路军和便衣队的抗

战。作品采取对比描写，约一半的篇幅写军民的

可歌可泣的抗战，另一半的篇幅写上流社会男

女青年的安乐和知识青年的空谈。在作者看

来，当时努力抗战的是还保留着古代“忠诚”和

“义勇”的少数人，而多数人已经丧失了这种品

质。但赞扬抗战英雄并非作品主旨，小说重点

要表现的思想是，中国打不过日本，坚持抗战

只能导致亡国，或者陷人民于大灾难之中。为

了表现这一思想，小说首先在第二部第二十三

章中通过十九路军的龙连长给便衣战士草灵

的信说明日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大大高于中国

军队，两军作战，简直不是战争，而是日军对中

国军队的屠杀。即使再派百万援军来，中国也

打不过日本；对于日本的侵略，中国军队不能

不抵抗一下，表示一个态度；但不能坚持打下

去，打一下就应与日本求和；求和以后中国人

要努力备战。那么，黄震遐为什么要写这样一

部小说呢？只要看一看1932年的政治语境就

可以明白。“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攘外

必先安内”的国策遭到了举国舆论的谴责。黄

震遐就是要用小说来为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

策辩解的。黄震遐此前还写过中篇小说《陇海

线上》，剧诗《黄人之血》等作品。他是一位有

相当文艺才能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代表性

作家。可惜其一味与统治者保持一致的写作

态度限制了其文艺才能的发挥。

二

较作家们自发从事抗日文艺创作稍晚，抗日

文艺的理论倡导和组织工作也开始积极而紧张

地开展起来。而这种理论倡导和组织工作是在

政坛上国共对立，文坛上左右对峙的格局下进

行的。

1927年4月至7月，与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

同时，国共合作也发生破裂并形成政治上的尖锐

对立。1928年1月，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创造社

和太阳社发动了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随后便与鲁迅、茅盾等其他左翼作家发生了激烈

论争。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干预下，创造社和太

阳社成员停止了对鲁迅、茅盾的攻击。双方和解

并于1930年3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

了与迅猛发展的左翼文艺运动相对抗，国民党中

宣部于1929年6月制订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

而到了1930年6月，以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

为代表的国民党实权派又指使其党人发动了一

个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于是，与国共两党在政治

领域的对峙相响应，中国文坛也形成了左右尖锐

对峙的局面。

然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不断鲸

吞，国共两党也或先或后地开始调整自己的政

治策略。

日本在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1933年

上半年又攻占了热河，1935年又在策划所谓的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越

来越尖锐，同时日本的强大和侵略政策对苏联也

形成了巨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7月至

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

斯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1935年8月，中国驻共

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

言》，提出愿意与其他党派联合抗日的主张。

1935年12月9日，中共领导了“一二·九”学生爱

国运动。1936年9月，中共将以往的抗日反蒋政

策修改为逼蒋抗日政策。1936年 12月西安事

变发生，蒋介石被迫答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

在“七七事变”后，国共的合作正式成立。

1936年6月7日，周扬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

国文艺家协会，成员除周扬外，还有郭沫若、茅

盾、周立波等人。他们于6月10日发表了宣言，

有111人签名。鲁迅因对周扬有看法没有参加

中国文艺家协会。鲁迅另外组织了63人于7月

1日发表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其中

有鲁迅、茅盾、巴金、曹禺、萧军、萧红等人。茅盾

等人出于团结的目的，在两个宣言上都签了名。

1936年 10月 1日，冯雪峰、茅盾等组织的

《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发表，

签名者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包天笑、周瘦

鹃等21人。这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已初

步达成。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群狼环伺的严重危

机，同时也有了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革新自强

的大好机遇，也可以说是挑战与机遇同在。然而

自私顽固的当局者却一次次错失良机。第一次

良机是晚清时期的戊戌变法，结果毁于慈禧太

后的强力扼杀。第二次良机是辛亥革命的成

功，结果毁于袁世凯的阴谋篡夺和皇帝梦。第

三次良机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结

果毁于国共两党的大分裂。至20世纪30年代

中期，明治维新时发展水平尚不及中国的日本

已经发展为东方经济和军事强国，而中国却因

当政者一误再误，仍然处于落后状态，且四分五

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这最危机

的时刻，在全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感召下，在

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国共两党最终再一

次牵起手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这匹丧心

病狂的野兽，加以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策

应，中国最终战胜了这匹猛兽，取得了伟大胜

利。中国近代史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和总

结的东西。这其中，文艺界早期抗日文艺创作

和对抗日文艺的倡导毫无疑问是有重要贡献

的，值得我们回顾和纪念。

20世纪是中国人民以其惨烈

的斗争洗涮耻辱，战胜敌人，搏取

解放和尊严的世纪，更是走向繁

荣富强的世纪。谢冰莹的青年时

代是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军阀混

战、日寇入侵、面临民族存亡的最

危险时刻，在民族危难之际，时年

20岁的她就义无反顾地从封建家

庭中挣脱出来，投身滚滚革命洪

流。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她一

手握笔，一手拿枪，时刻跟随着抗

日将士浴血奋战驰骋在大江南北

的各大战区，以赤城的爱国之心

和与敌人不共戴天之恨，为中华

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

春与热血。她在抗战前线发表的

100多篇数十万字的抗战文章就

像一颗颗爱国的精神炸弹，极大

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日救国的意

志和决心，开创了中国现代军旅

文学之先河，被誉为中国现代上

独一无二的文坛“武将”，也赢得

了海内外各界贤达的敬重，我们

仅从抗战期间多位文化名人赞美

她的诗词里，便可领略谢冰莹的

伟大精神和民族气节。

谢冰莹曾于1931年和 1933

年两度赴日留学，写有(怀乡诗)

曰：“天国讴歌多激楚，/中原策马

几徘徊。/故国已随风日尽，/又

为何事到天涯？”巴金读后，深有

感触，在访日时与冰莹重逢，也和了她四首，

其中第一首云：“小庭绿树尽含烟，/红白花开

正绮年；/玉女飘然曳露骨，/为谁惆怅晓风

前？”

1934年谢冰莹28岁生日，柳亚子在《新

时代》月刊二号上发表《寿冰莹——浪淘沙》

诗二首相贺：“（一）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

文儒武侠一身当。/青史人才都碌碌，/伏蔡

秦梁。/旧梦断湖湘，/折翅难翔，/中原依旧

战争场！/雌伏雄飞应有日，/莫温漫悲凉。”

“（二）岁首赋催粧，/今进桃觞，/红尘游

戏尽无伤。/艳福擅郎吾亦妒，/努力扶将。/

年 少 侠 游 场 ，/儿 女 情 长 ，/通 家 交 谊 镇 难

忘。/寿尔恨无双匕首，/惭愧诗囊。”

1937年10月的一个晚上，谢冰莹曾陪同

田汉、柳亚子一行同访前线，并绘声绘色为之

介绍她们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在战地的服务

情况，使田汉深为感佩，当即赠诗一首,这首

诗传神地表现了谢冰莹的“女兵”特色，勾勒

了谢冰莹抗战期间活跃于前线的特有风貌。

“谢家才调信纵横，/惯向枪林策仗行。/应为

江南添士气，/湖南新到女儿兵。”

1937年10月2日，谢冰莹为征集前线急

需的救护药品和物资去上海拜访何香凝，何

香凝挥笔题诗《赠冰莹》：“征衣穿上到军中，/

巾帼英雄武士风；/锦绣江山遭惨祸，/深闺娘

子去从戎。”

1937年10月2日晚冰莹住在

柳亚子家，全家皆大欢喜，柳亚子

再次赠诗《送谢冰莹上前线》：“三

载不相见，/意气还如旧。/歼敌早

归来，/痛饮黄龙酒。”

1937 年 10月 2日，何香凝女

士挥笔题词《赠冰莹》：“征衣穿上

到军中，/巾帼英雄武士风；/锦绣江

山遭惨祸，/深闺娘子去从戎。”

1937 年 10月 8日，谢冰莹在

战地过31岁生日，上海战地服务团

刘述周和海若各赠诗一首。“（一）

谢家卫国女英豪，/十载纵横笔与

刀。/自述宣传巾帼史，/文章掀起

革新潮。/当年北伐留勋绩，/两度

东游探贼巢。/三轶戎装图雪耻，/

愿将敌血祝今朝。”

“（二）十年战斗一女兵，/海内

纵横影伴文，/再度戎装驱日寇，/战

场秋雨祝嘏樽。”

1938年2月，武汉保卫战时冰

莹与黄炎培邂逅汉上，黄炎培欣喜

异常，7月13日，赋诗二首相赠。

《赠冰莹》
冰莹女士邂逅汉上，又将挟笔

上前线，率赋二章奉赠：
（一）早读冰莹美妙文，/云中

何地识湘君？/可怜相见沧江晚，/

九派浔阳压寇氛。

（二）投笔班生己自豪，/如君

不 栉 亦 戎 刀 。/文 豪 覆 瓿 谁 论

价？/ 独让从军日记高。

1939年，谢冰莹因患严重鼻炎在后方治

病，但她觉得离开了前线血与火的激励，她的

生命就失去意义，她曾向自己发誓：只要敌人

一天不消灭，自己就一天不停止战地工作。

这时，她看到了报上一则启事，伤兵招待所

要招收一个妇人部主任，她立即主动请缨找

到范定九报名前往宜昌，行前冰莹和赵清阁

一道去拜访爱国将领陈铭枢，陈将军不在

家，数天后，冰莹收到 1939年 3月 24日陈

铭枢将军的赠诗。

《赠冰莹》
冰莹女士养疴北碚，与其女友同访于山

庄，不遇。留书谓将取赴疆场，率赋一率书
寄。

山居晚步自蹒跚，/返睹留书讶木兰。/

又告从军披甲旧，/早彰妙笔挟心丹。/东山

蜡屐非吾事，/大汉金瓯看共完。/若病迩闻

挥慧剑，/春风犹厉愿加餐。

1940年1月，江南才子卢冀野由张佛千

引路到《黄河》编辑部拜访正在发稿的谢冰

莹。晚上，卢与冰莹及其三兄等人豪饮，并为

谢题诗一首：

《月》
长安倦旅雪中行，/香米园西遇女兵；/号

角诗筒同一吼，/黄河从此怒涛生。

冰莹兄纪念 冀野书于雁搭下

抗
战
女
作
家
精
神
常
在

□
翟
梅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