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6月底，应全国慰劳总会的邀请，

老舍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代表“参

加北路慰劳团，到西北慰劳抗战将士”。这次

活动不仅使老舍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西北大后

方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看见了“真的人，真的

事，真的战争”，而且也给他提供了在西北大后

方开展抗战文艺活动的难得机遇，使自己真正

成为“文艺界尽责的一名小卒”，把符合老百姓

口味的新文艺作品送到前线士兵和后方民众

手中，使“新文艺在民间扎下根”。抗战时期老

舍在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大后方究竟开展了

哪些文艺活动？曾广灿在1983年这样概述：

“10月4日到达甘肃第二大都市、陕甘宁交通

枢纽平凉。5日夜宿海拔二千公尺的华家岭。

6日到达兰州，直到10日在兰州参加各种慰

劳、欢迎活动。9日上午兰州现代评论社举行

茶会欢迎老舍，下午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兰州分

会举行茶会招待老舍及随团记者，老舍并讲了

话。期间还到兰州师院作了题为《抗战两年来

的文艺运动》的报告。11日随团去兴隆山祭

成吉思汗陵。14日至青海省会西宁，到18日

在西宁参加各种慰劳、庆祝活动及参拜寺院。

19日宿永登。20日到达武威（即凉州），22日

参观了前清满人聚居的凉州新城，老舍有《别

凉州》一诗记之。23日经永昌回到兰州。29日

抵达平凉，31日至固原。”可能由于文献史料

的限制，其中的错讹实在太多，许多时间地点、

活动内容都与史实不一致。然而，就是这样一

段充满了错讹的老舍“西北之行”的历程却成

为后来学者编撰“年谱”和写作“传记”的基本

依据。

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有必要重新梳理抗战

时期老舍的“西北之行”，还原老舍在以兰州为

中心的西北大后方的文艺活动。10月7日，老

舍随北路慰劳团抵达兰州，下榻甘肃省立女子

师范学校。8至9日，老舍参加《现代评坛》社

举行的茶会，《甘肃民国日报》刊发了题为“现

代评坛社邀请老舍茶会”的新闻：“本市现代评

坛社定今日（九日）下午二时半在该社邀请名

小说家老舍举行茶会，除通知该刊作者读者参

加外，并欢迎本市爱好文艺之青年参加。”这是

老舍到达兰州后首次参与当地的文艺活动，为

了改变“兰州文艺界无何建树”的状况，老舍认

为非常需要给当地的文艺工作者“打气加油，

今午与他们详谈此后办法，如可能，应成立通

讯处”。这里的“他们”就是以《现代评坛》社为

代表的文艺青年，《现代评坛》是一批受到新文

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影响的西北文艺青年于

1935年在北平创办的一份以政论为主的综合

性半月刊，抗战全面爆发后因北平沦陷辗转西

安并最终迁移到兰州继续出版，成为抗战期间

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大后方开展文化运动和

文艺活动的重要阵地，该刊编辑赵西经常邀请

经过兰州的文化名人或著名作家，像茅盾、老

舍、萧军等举办茶会或讲演，活跃当地的文学

创作，推动进步文艺运动。

12日，由《现代评坛》社联合中国青年记

者学会兰州分会邀请老舍“在甘肃学院礼堂公

开讲演，前往听讲者甚众，讲题为‘抗战中的文

艺运动’，首先报告全国文协进行概况，次即分

析抗战文艺的作品与缺点，最后提出文艺青年

写作上应有的三点注意，至五时半始毕”。这

是老舍在兰州期间的第一次演讲，由《现代评

坛》社的禾丰、赵西负责记录，演讲稿刊登在

1939年10月20日在兰州出版的《现代评坛》

第 5 卷第 4 期上，没有被收入 2008 年修订版

《老舍全集》，已被解志熙教授作为佚文整理辑

录。由于兰州远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总会所在地重庆，所以老舍首先报告的是“文

协”成立以来的组织情况和具体工作，重点分

析了两年来诗歌、戏剧和报告文学等体裁作品

创作上取得的成绩，最后希望以兰州为中心的

西北大后方的文艺青年“来做一种扩大的宣传

工作，应充实自己的作品，以求有益于抗”。14

日，老舍随北路慰劳团前往青海省会西宁市开

展慰劳活动，“中央社西宁15日电：北路慰劳

团于14日晨由兰州抵西宁，马步芳等迎远十

五里，西宁全城商民，屋悬国旗，张灯结彩欢迎

……”中途转道甘肃凉州进行慰劳并于23日

晨返回兰州，“中央社兰州23日电：北路慰劳

团于21日晨在凉州公共体育场向××军全体

官兵献旗，并献金3000元，为该军出征将士家

属及伤病官兵慰劳之用……该队在凉州事毕

于23日晨返兰！”返回兰州后，老舍应甘肃省

民众抗敌后援会和新西北剧团的邀请于26日

前往《抗敌》社作《抗战与戏剧》的演讲，这是老

舍在兰州期间的第二次演讲，演讲稿由文畏

记录，刊登在 1939 年 10 月 31 日出版的《抗

敌》第2期上，此文也没有被收入2008年修订

版《老舍全集》，本人查阅了《老舍全集》出版

后学术界陆续发现的老舍佚文中都没有《抗

战与戏剧》，此文应该是老舍的一篇新佚文。

全文如下：

抗战与戏剧

——本篇系十月廿六日老舍先生在新西北剧

团及本社欢迎会上讲演

我国廿年来的文艺运动，直至抗战后，才

知完全失败了，这原因是由于一般文艺运动者

“闭门造车”，未能深入民间所致，今日的抗战，

是中国特有的事实，不能把任何外国的理论拉

来运用，同时在室内制造的理论，也被一般宣

传工作者的实践经验而否定了。所以今日文

艺运动的基本工作者，不是任何一个文学家或

艺术家，而是一般实际的宣传工作者。因为，

第一，他们实际做了，第二，以工作的实践校正

了错误的理论，使中国文艺运动，走上了正确

道路。

这次我在各战区，均见到戏剧工作者的努

力，可是大家都有着一个缺点，就是戏剧的进

展，不能与抗战军事的进展配合起来，抗战军

事的进展，马上要反攻了，可是戏剧仍是停滞

在初期抗战的阶段，一般地都感觉缺乏剧本，

而现有的剧本，又都是空洞和公式化的，在重

庆的剧人现在大家都新鲜地作着讽刺戏，可

是，这种剧本，只能在大都市演出，不能给民众

看，也不能拿到前线给士兵看，结果旧的剧本

过时了，新的剧本，又供给不上，不过编写剧

本，确也是不易的事，这次我在沿途上虽看见

过几个自力更生的创作剧本，可是都并不好，

这问题的解决，最好望大家能改旧为新，忠实

的忍耐的集体创作，这也或许比求外来的好一

点，因为在屋内写作的剧本，一点不能通俗，我

看过的许多剧本，所谓通俗，仅是“他妈的”一

句，而以后全变为大学生的口吻了，所以我们

必须自己创作，把剧本作好后，最好能请本地

人作方言的校正，以及对话是否为当地民众听

懂，同时，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把现有的剧本，

都当为范本，而把它的对话，改为该地的方言

演出。

还有一个办法，在重庆常有化装演讲，也

或可称为报告剧（这是我取的名词），就是用化

装演讲的方式，叙述一件具体的事实，像此次

湘北会战的经过，就可利用这种形式演出，再

如各地的生活习惯以及社会种种问题，都可以

用很技巧的方法，把它表演出来，再如歌剧，虽

然因为我国音乐条件的不够，歌剧前途不易发

展，不过，为了宣传的深入，也只好降低歌剧的

条件，我曾经为教育部审查过几本歌剧，最大

的错误，都是将几个抗敌歌曲合在一块编成，

这种形式是不对的。我曾经在老河口看过一

次歌剧，是表演广西女子怎样筑成一段公路

的，内容是女子唱着歌打石子，男子唱着歌来

送饭，像这些歌曲，都可利用当地小调配以新

词，这是最有效力的，很可普遍起来，以补剧本

荒的缺点。

还有一个办法，我曾在第十战区听他们唱

一个保卫黄河歌，是许多歌曲合唱，第一段是

形容黄河的伟大，第二段是形容黄河被敌侵犯

了，第三段是形容黄河沿岸老百姓怎样的流

亡，第四段是形容大众在奋斗了，内中包括独

唱、合唱、轮唱等，很是动听，可是这种歌曲，编

制既不容易，同时，也难能普遍民间，不过我们

也可用简单的曲谱，完成一个表现具体事实的

歌曲，如比较演戏为更易，以上各点是我对于

解决剧本荒的几个办法。

关于剧本的内容，二年来有一个普遍的错

误，就是老是把知识分子写在领导地位，一切

的民众组织民众力量都是由出头的一位青年

知识分子发动领导起来，这是一个错误，抗战

到今天，我们再不应专以知识分子、用领导地

位去做抗战工作，我们应该启发民众的自动性

与独立性，再如给士兵演戏，我们再不必费力

去激动他们的英勇，而是应启发他们的智慧，

教育他们怎样机智灵活的作战，还有许多老剧

本把敌人的残暴，形容过火了，而使群众发生

了恐怖心理，这也是不对的。我在重庆看苏联

电影《十三人》，内中牺牲了十一人，而使人毫

无恐怖心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我们无

论是演戏，写剧本，总是将敌人暴行少写一点

为妙。

再谈到旧剧，抗战以来新内容的旧剧本，

虽出了不少，可是都犯着一个毛病，就是短小，

唱几句就完了，我也写过剧本，也犯着这个毛

病而失败，所以写旧剧本，必须剧目较长，情节

逼真，演出来才有效果。

二年来新内容旧剧的演出，虽有过许多争

论，有人主张，既演旧剧，就须穿古装，（这些人

主张根本不唱当代戏）这种主张我觉得有点偏

见，因为中国古代的英勇抗敌史绩，不是对蒙

古族，便是对藏族，现在演出有伤民族情感，而

当代戏穿古装的演出，我在西安也看过，一般

批评尚好，民众也很欢迎，所以我觉得这些都

不成问题，我们为了宣传工作普遍深入，不必

拘于任何形式，只要民众接受，都可作为我们

宣传工具的。

《抗敌》是甘肃省民众抗敌后援会主办的

以“抗战救国”为宗旨的综合性刊物，1938年

10月创刊于兰州，经历了半月刊、周刊、旬刊

三种出版方式，于 1939 年 10 月停刊，共 33

期。《抗战与戏剧》被安排在“工作指导”栏目

内，力图“使民众本身得到自动自发之精神，

而尽其抗战后援之天职”。新西北剧团隶属

于甘肃政府，是专门为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

大后方民众的抗战宣传而演出的新式剧团，

抗战爆发后在兰州、西宁、银川、凉州、天水、

平凉等地上演过《国家至上》《雾重庆》《古城

的怒吼》《凤凰城》《一年间》《夜光杯》《反正》

《死里求生》等戏剧。由于这次演讲的听众主

要是甘肃省民众抗敌后援会和新西北剧团的

成员，因而老舍报告的是抗战与戏剧的关系

问题，或者说老舍力图向以兰州为中心的西

北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阐明戏剧在抗战中的

重要作用，以及文艺工作者如何利用戏剧这

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为抗战服务。因为“今日

文艺运动的基本工作者，不是任何一个文学

家或艺术家，而是一般实际的宣传工作者”。

演讲中用到的事例都是老舍参加北路慰劳团

后一路看到、听到和经历过的，非常有现场

感，是抗战时期老舍作为“文艺界尽责的小

卒”的真实记录。兰州的文艺活动全部结束

后，老舍于10月28日随北路慰劳团前往宁夏

继续慰劳，“兰州28日电：北路慰劳团，由贺

仲寒率领，28日晨离兰赴宁夏，并转往绥西等

地，兰各首长均往送行”。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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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名人墨迹，特别是党和国家

领导人以及一些重要人物的亲笔手迹，若吉光片羽，稀

如星凤，异常珍贵，常常被视作镇馆之宝，甘肃省档案

馆珍藏的朱德委员长为甘肃引洮工程的题词墨迹，即

是其例。

时光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着手编纂《甘

肃省引洮上山水利工程档案史料选编》。有一时期，每

天都埋首于档案堆里翻看，筛选抄录，思绪也沉留在档

案记载的那个时代，恍惚间，过去的那些事那些人总萦

绕在脑际。

有一天，当我正翻开一个案卷时，忽然看到里面夹

着一个大的牛皮纸信封袋，袋里似装有一叠东西。我

随手掏出，在桌子上缓缓展开，此刻呈现我眼前的却是

一整张墨迹，虽略为一观，但题款处“朱德”的字样首先

映入眼帘，我为之一怔，血脉似触电一般。再仔细去

瞧，只见上面写着“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

大创举”的字样，自右向左，竖列三行，署款“朱德

一九五八年七月九日”。原件（见图）用毛笔书写，质地

为整张大白纸，擎窠大字，若龙凤飞舞，又似苍松挺拔，

使人觉得雄浑有力。显然，这是朱德为甘肃当年正在

进行的引洮工程的题词。但在之前，谁曾晓得馆藏里

居然有此珍贵墨宝！

题词有其具体而特殊的时代背景。1958年7月7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朱德到达兰州，先后

对兰州、酒泉、玉门进行了视察。在兰期间，朱德视察

过工厂、农村、科研单位，游览过名胜五泉山、兴隆山，

并在兴隆山上和兰州大学的同学们欢聚笑谈。一幅新

发现的油画，生动再现了朱德视察兰州雁滩人民公社

的历史场景，他精神矍铄，满面笑容，上身穿着白色的

衬衣，左手拿着鲜红的苹果，右手握着一柄扇子，胳膊

上拎着外衣，自然弯曲，正同周围的公社干部和农户亲

切交谈，洋溢着浓浓的欢喜之情，背后绿叶荫翳，在大

片木杆支撑起来的苹果树掩映之下，脚旁的筐中堆满

丰收的苹果……而朱德给甘肃“引洮工程”的题词墨

迹，就诞生在他视察甘肃期间。

“引洮工程”在甘肃现代史上影响深远，此处的

“洮”指洮河，发源于甘肃、青海两省交接处的西倾山北

麓。夙称“苦瘠甲于天下”的陇中，曾被断言“不具备人

类生存条件”，这里年平均降水量不到400毫米，年蒸

发量却高达1400毫米，植被荒芜，干旱少雨，极度缺

水。正是缺水，成为制约当地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

“瓶颈”。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甘肃于1958年6月至1961年6月历时3年，

动用16万民工，进行过“引洮”工程，计划从甘肃省岷

县古城村引洮河水至陇东庆阳地区董志塬，引水干渠

长1000多千米，轰动全国。最终因工程量巨大，引水

距离长，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限于当时的技术水

平和经济条件，被迫停建。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国力日益强

盛，再兴“引洮”工程。计划将洮河水先引到甘肃省中

部干旱地区——定西，再向陇东地区引水，彻底改变所

经区域干旱面貌。

1992年，甘肃省把“引洮工程”列为中部地区扶贫

开发的重点项目，向水利部和国家计委上报了“引洮工

程”总体规划。根据规划，“引洮工程”包括总库容8.97

亿立方米、年发电9.27亿千瓦时的九甸峡水利枢纽和

供水工程两部分，总投资96.44亿元，总工期12.5年。

第一期7年，总投资近38亿元，建成后设计供水量5.5

亿立方米，重点解决中部干旱地区安定、陇西、临洮、渭

源、榆中、会宁等6县区城镇生活及工业用水、农村饮

水、生态环境用水，受益人口91.41万人。“引洮工程”

属大型跨流域自流引水工程，工程线路之长、跨地域范

围之广等均为甘肃之最。

2006年11月22日，被喻为陇上“都江堰”的“引洮

水利”工程正式开工，群情激越，人们难掩喜悦之情。

它意味着跨甘南、临夏、定西、兰州、白银5市（州）11县

155个乡镇，能解决300万人口饮水难问题的甘肃历史

上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2007年3月8日，时任甘肃省委书记陆浩走进央视

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接受崔永元采访时，说：“去年

国务院批准我们上马‘引洮工程’，把洮河水跨流域引

到甘肃中部，这是救命水，也是生存工程。该工程去年

就开工了，我们计划大概是用5年的时间就完成第一期

工程。第一期工程覆盖6个县，就包括会宁县。在调整

引洮工程用水思路，搞节水农业的同时，还要满足生态

建设的要求。像他们那个地方，城市的发展，工业的发

展也大量地需要用水，所以这个工程解决的不仅仅是

农业和饮水的问题。”

甘肃几代人期盼了半个多世纪的“洮水之梦”即将

变为现实，它体现着党中央的关怀和历届甘肃省委、省

政府的共同努力，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和陇中人民对

水的强烈渴盼。对陇中的老百姓而言，“引洮工程”确

是一个生存工程、圆梦工程。

甘肃省档案馆珍藏的朱德为“引洮工程”的题词墨

迹，无疑是甘肃近半个世纪这段曲折而壮阔引水工程

的历史见证。在“引洮工程”重新开工今朝，敬爱的朱

德委员长若灵魂有知，也当笑慰矣。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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