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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仲平（1902—1964），生于云南广南县，上

世纪二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新诗坛上，被称为“狂

飙诗人”。

1937年 11月，柯仲平来到延安，任陕甘宁边

区文协主席。他组织成立“民众剧团”，自编节

目，用陕北民歌演出，受到广大群众欢迎。每到

一处，群众送给他们许多花生、枣子、熟鸡蛋，表

达他们对剧团节目的喜爱之情。

1943 年 11 月 30 日，柯仲平率“民众剧团”冒

着严寒，从延安出发，经甘泉、富县、黑水寺、合水

西华池，12 月 3 日到了陇东分区驻地庆阳城，随

后到各县区巡回演出长达三个多月时间。1944
年在庆阳度过春节，开春后返回延安。巡回演出

期间，他创作了《马渠游击小组》（后经修改，成为

当时很轰动的《无敌民兵》）《模范城壕村》《孙万

福回来了》三个大型歌剧。这三个歌剧作品，都

是在紧张的革命战争中，柯仲平在短短三四个月

时间里创作的，题材都是根据发生在陇东的真人

真事，而且写完，即由剧团排练上演，及时地配合

了当时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斗争。随后在延安

等地巡回演出，引起轰动。1944年 4月中共中央

西北局文委召开的春节文艺下乡总结会上评出

获奖剧目 31个，《模范城壕村》获得剧本创作一等

奖。

到了陇东庆阳以后，柯仲平基本上便是以深

入生活，写东西为主，跟演出团分开行动了。边

界上的马渠（镇原县）有个游击小组，是一支模范

民兵武装，在抗击国民党顽军的骚扰方面做出了

突出成绩。土地革命时期，边区的赤卫队和游击

小组，就是当时红军的得力助手，也是红军胜利

发展的基础。柯仲平便到马渠去住了些日子，和

游击队小组的同志们一起生活，了解他们，听他

们和群众讲他们那些英雄的故事，然后便回到庆

阳来埋头创作。他的写作时间，是从天黑到天

明，与大家的工作时间恰恰相反。大家又都住在

一个院里，难免对他的写作有所干扰，他一般都

克制着，没有发作。有一天晚饭后，音乐组的屋

里又拉又唱，又说又笑，吵得他没法下笔，他再也

忍受不了了，便跑到院里来大声嚷嚷：“喂！喂！

音乐家们！你们安静点好不好？别人正在写东

西哩！”柯仲平的呵斥，马上生效，院里立刻鸦雀

无声。他就是这个脾气，爱起来巴不得把你含在

口里，生气了恨不得把你吃掉，事情一过去他便

忘光了。第二天晚饭后，他来到音乐组屋里，和

大家有说有笑，东拉西扯，居然扯到他青年时代

的一场恋爱，讲得绘声绘色。

柯仲平和同志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理解

他、尊敬他、爱他，还有点怕他。他就这样没日没

夜，不几天，一个可以演三个钟头的大剧本《马渠

游击小组》就写出来了。歌剧以陕甘宁边区陇东

边界马渠民兵对敌斗争的真实故事为素材，写的

是真人真事，用的是真名。歌剧揭露了国民党破

坏停战协议，制造事端，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表

现了民兵游击小组劳武结合、保卫边区的英勇斗

争。歌剧由音乐组的岳松、彦军、川静、刘烽等同

志配上调子，陇东味的，民歌风的，又新鲜，又动

人。文工团雷厉风行，马上分配角色排练。有时

柯仲平还亲自参加导演，要求严苛。他一来，排

练场的气氛就变了，谁也不敢吊儿郎当。排练期

间，马渠游击小组的同志们常被请来，与演员交

朋友、提意见，这里像，那里不像的。很快，戏便

上演了，群众看得津津有味，有效地配合了当时

对敌的斗争。

1946 年边区从平时转入战时状态后，“为战

争服务”成为边区文艺工作者的最高目标。柯仲

平响应“动员起来，保卫边区”的号召，对《马渠游

击小组》进行了修改，把真名真姓、真人真事去

掉，加入边区边境的一些民兵材料，进行了再创

作，改为十六场大型歌剧，改名为《无敌民兵》。

1946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19 日，延安《解放

日报》全文连载了该剧本。12 月 24 日《解放日

报》刊登了柯仲平写在《无敌民兵》剧本扉页上短

短的“小引”。柯仲平写道：“……这是歌剧，在广

场上给老百姓当作大秧歌剧也成。调子，全用西

北民歌和曲子戏上的，也可以试用秦腔。各地剧

团，文工团要演，可自己另选配曲调。用创作群

众性的新曲调来演唱，也很好。只要能在群众中

收到好效果，演出的团体如需要改变此剧，也可

以。在不需要演全本的地方，选出一个或几个场

来演，大概也可以。写得不好，望大家指教……”

老诗人一连用了许多“也成”“也可以”“试用”，目

的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够更好地为最广大人民群

众服务，是为了在为他们服务时“收到好效果！”

同日《解放日报》还刊登了狄耕、林间等看了《无

敌民兵》后的笔谈，写道：戏剧一开场，便把一群

朝气勃勃的健儿拥上了舞台。他们是边区的农

民，也是民族的骄傲，迈着英勇的步子，持着枪，

用敏锐而仇恨的眼睛，监视着另外一群——蒋介

石的顽固军的蠢动。几个主要人物，游击小组组

长王登高、组员及王登高的父亲、妻子等都鲜明、

生动。《无敌民兵》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为战争服务

的题材，以游击小组的建立和巩固，以实际的错

综的事件，和不漏掉现实生活中有关细节，呈现

出现实生活的画幅，是一种教育和战斗情绪的激

发。这出歌剧，在解放战争中，在西北战场上发

挥了很大的作用，进城后也还在演，成为西北文

工团的保留节目。剧本被收在《人民文艺丛书》

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中。

（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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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陇上盛名独具的凉州清代陇上盛名独具的凉州““四大书院四大书院””

□ 李笙清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

尽管环境非常艰苦，但是每到儿

童节，都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

动，围绕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有

声有色。

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

据地，我党十分重视儿童工作，从

团中央到地方各级团组织，都设

立儿童局，领导儿童团工作。毛

泽东非常关心边区儿童的培养和

教育。在延安时期，他多次为儿

童工作题词。1938 年 6 月，陕甘

宁边区政府创办了一份石印的 4
开小报《边区儿童》，目的是为了

教育引导孩子们在战争环境中茁

壮成长。毛泽东得知后，引起了

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亲笔为这份

儿童小报的创刊题词：“儿童们起

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

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

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

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1938年10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柳林

村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

院”，即延安保育院，目的是为了

保障抗日根据地的孩子们健康成

长。毛泽东专门题词：“好好的保

育儿童”；“为教育后代而努力”。

毛泽东的这些题词，既体现了他

对儿童工作的重视，又体现了对

儿童工作者的严格要求。

民国时期的儿童节是 4 月 4
日，毛泽东在延安曾连续三年为

儿童节题词。1940年4月4日，毛

泽东专为儿童节题词：“天天向

上”。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

中华报》于 4月 12日以醒目大字

发表了这个题词。1941 年 4 月 4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十届

儿童节庆祝活动，毛泽东题词：“好生保育儿童”，并发表在4月

13日的《新中华报》上。1942年 4月，延安纪念儿童节时，毛泽

东特地为《解放日报》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

新主人。”这三次题词，体现了毛泽东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殷

切期望。

“抗日儿童团，爱国好少年，努力学习为抗战！机动灵活撒

传单，快速行动把情报传，救护伤员勇敢上前线。抗日儿童团，

为打日寇做贡献，抗战胜利把国建、把国建！”这是在抗日战争

时期流传在边区的儿童团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

地和边区政府，每到“四四”儿童节，孩子们唱着这样的歌曲，举

行各种活动，展示自己的力量。每年的儿童节，儿童团都要举

行大检阅，检阅学习成绩、野外演习和游戏等，生动有趣，又富

有教育意义。

1940年4月2日至6日，陕甘宁边区举行隆重而又丰富多彩

的儿童节纪念活动，既有集中的大会，又有分组活动。来自延

安保育院小学部和安塞、延川、延长、固林、安定、延安等县市的

600多名儿童参加了纪念活动。在大会上，成立了儿童营，组建

了总指挥部，15岁的刘德才被选为总指挥，600个孩子编为六个

大队，过着有组织、有严格纪律的军营生活；孩子们在窑洞里举

行政治测验，他们将平日里的学习和思考，几分钟内写在一张

纸上，并评选出成绩优秀者；他们还召开座谈会，交流各根据地

和边区儿童工作情况，讲述儿童团杀敌人、捉汉奸的感人事迹，

提出问题互相讨论；儿童团员们举行健身操、棍棒操和队形转

换、刺枪、劈刀、投手榴弹、拳术等军事项目表演；举行儿童文艺

晚会、游艺运动会，放映电影，向毛主席献画像《毛泽东同志与

儿童》和从家乡带来的大红枣、花生等土特产；大会还评选奖励

了模范儿童和劳动小英雄等。

当时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还流传着一首《抗日儿童团歌》：

“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站岗放哨，又当侦探，

盘查行人捉汉奸。鬼子来了，我们就跑，跑到八路去报告。领

着八路，拿着枪刀，杀退鬼子，家乡保。”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全部

动员起来了，积极参加抗战，查路条、送情报、演文艺节目。曾

经到延安采访的华侨女记者黄薇在战地通讯中写道：“途中遇

到不少站岗放哨的‘小哨兵’，他们有的站在道路的叉口，有的

站在不令人注意的地方……看见远处来了生疏的人，他们便停

止游戏，注意来人的一举一动。”

新中国建立后，将每年 6月 1日定为儿童节。此后，每到

“六一”儿童节，全国各地都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庆祝活

动，孩子们在阳光雨露下快乐健康地茁壮成长。

□ 张国才张国才 柴多茂柴多茂

在我国绵延悠久的历史上，书院作为一种以儒家

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场所和传播载体，并

作为官办教育的补充，在儒家经典的研究与整理、君子

德行和气节的养成、经世安邦人才的培养，以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武威莫道是边城，文物前贤起后生。”在清代，地处河

西走廊的凉州府武威县先后创建了成章书院、天梯书

院、北溟书院、雍凉书院等 4所规模较大书院，走出了

如张美如、张澍、潘挹奎、李于锴等一批在全国较有影

响的学者，成为清代甘肃颇负盛名的书院。

清代的武威文教

清初沿用明制，雍正二年(1724年）改卫为府。于

是，凉州卫变为凉州府，府治在武威县，下辖武威、永

昌、镇番（今民勤）、古浪、平番（今永登）五县。在清代

的二百余年，朝廷非常重视科举取士的制度，特别是在

康乾时期大力提倡“崇儒重道”，并特开“博学鸿词科”,
广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辈，形成了“右文之盛，前古

罕闻”的盛况。这一时期，武威人文荟萃，英才辈出。

据《五凉全志·武威县志》记载，止乾隆末，武威人考中

文进士 8人，武进士 6人，文武举人 88人，贡生 103人。

又据《甘肃进士录》记载，自顺治至光绪的 231年间，武

威人考中进士的共 31人，涌现出了张美如、张澍、李铭

汉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武威文风甲于秦陇”“自乾嘉以

降，彬彬多文学士矣！”“人文之盛，向为河西之冠”。“甘

省文风，初为宁夏最盛，今则莫盛于凉州之武威”等赞

誉不绝于史书。

成章书院与天梯书院

成章书院是清代武威县创建的第一个书院，地址

在“凉之北厅旧址”（今凉州区和平街小学一带），由凉

庄道武廷适捐资创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经广东巡抚彭鹏的举

荐，51岁的武廷适出任陕西凉庄道。武廷适字周南，

原籍云中（今山西大同），后迁居浚县，是一位“沉酣

经史”“雅爱斯文”之人。据《凉庄道宪武廷适创建书

院碑》记载，武廷适在修葺武威文庙后，“嗣即卜凉之

北厅旧址，捐资亲督缮修，创为书院”，书院“地势高

敞，规模巍焕”。《五凉全志·武威县志》记载，成章书

院建成后，武廷适不仅“延师课士”，而且“每月亲临

校阅”，使得武威“文风由此丕变”，成为当时继文庙

之后，武威城内的一个重要文化地标。

三十四年后（即乾隆三年、1738年），时任凉庄道

的何炳安筹资对成章书院进行了修葺。乾隆十二年

（1747年），在凉庄道张之浚倡议下，凉州知府朱佐汤

对成章书院进行了增修。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

顾光旭任凉州知府，武威知县请求修复书院。因“凉

州旧有天梯书院，岁久致圮”，成章书院修复后，遂更

名为天梯书院。

不论是成章书院，还是天梯书院，作为当时在武

威规模最大、长盛不衰的书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山长的选聘。据现存于武威市博物馆的一些硃卷、

齿录等史料的记载，成章书院（天梯书院）的山长有

相当一部分来自武威县的进士，如张美如、郭楷、杨

增思、张兆衡、陈作枢、张诏、袁辉山、张景福、周光

炯、伦肇纪等，他们当中大都曾经受教于成章书院

（天梯书院），在进士中试后，又有在成章书院（天梯

书院）教授的经历。 （连载一）

珍 赏

婴戏图，亦称戏婴图，以儿童游戏为题材，描

绘出童稚世界无忧无虑、稚拙可爱的生动场景。

婴戏图画面一般简约明快，清新活泼，人物形态可

鞠，表情生动自然，加上婴戏图所蕴含的一些美好

的寓意，故深受古人喜爱，在中国人物画中极具特

色。到唐代，婴戏图日趋成熟，宋代最为鼎盛，其

后一直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婴戏图充满的浓郁情

趣，我国历代多有婴戏图佳作传世，如唐朝的张萱

和周昉、宋朝的苏汉臣和李嵩等，都以精于婴戏图

而闻名于世。婴戏图亦被广泛运用于瓷器上作为

装饰，最早出现于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到了宋代，

景德镇窑、定窑、磁州窑、介休窑、耀州窑等诸多窑

口多有烧造，明清至民国时期，婴戏图在陶瓷上的

运用一直长盛不衰，且多具吉祥寓意，如五子登

科、连生贵子、百子千孙、多子多福等。

附图为民国时期的粉彩婴戏侍女图水盂，侈

口，短颈，口沿外撇。溜肩鼓腹圈足。肩部一周

绘花卉纹饰，红绿黄相间，鲜艳夺目，清丽粉润。

腹部为婴戏侍女图主题纹饰。上腹大片留白，使

画面显得空旷开阔，展示了室外大自然的特定坏

境。只见在一片平地之上，由太湖石营造出来的

假山玲珑剔透，与花草一起成为画面的装饰之

物，花红草绿，坡地边缘，植被葳蕤处隐见断裂层

面，与上方的留白交融，显示出作者所选取的场

景处于一片山坡平地，给画面平添出一种平中见

险的意境。一架造型独特的蓝色几案摆放在平

坡之上，几上书卷摆放齐整，一束花草伸出花瓶

口，恣意绽放。一个头挽发髻、身穿红裙的侍女

坐于几案边上，贤淑恬静，长裙曳地不见足部，显

得风韵有致。一个头扎小辫、娇憨可爱的男童由

远及近，正一路追逐着一只红蜻蜓向几案跑来。

儿童面部丰满，笑容满面，目视慌张逃窜的蜻蜓，

手舞足蹈，颇有几分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顽童追

逐蝴蝶“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童

真意趣。儿童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憨态可掬，

稚趣横生，令人见之，不禁心生出几分怜爱。此

时，几案上的侍女头部略倾，看着因疲惫和惊吓

而低飞于地面上蜻蜓，双手对着正嬉戏追逐蜻蜓

儿童轻摇，显然是要儿童停止追逐，让蜻蜓得以

喘息片时，人物形象生动，一种女性的慈爱之心

溢于画端。溜腹下收，绘一圈蓝色回纹，格调素

洁淡雅，与溜肩处明艳的色彩上下呼应，烘托了

主题画面气氛。底部的“麟趾呈祥”款识清晰规

整，旧时用于祝贺人家喜得贵子，可谓画龙点睛，

为器物增添了美好寓意。从款识来看，此器物的

烧造多用于顾客购买后作为祝贺人家喜得贵子

的贺礼。

粉彩始创于清康熙晚期，盛于雍正，乾隆以后

大量生产。因其彩料不需要进口，成本较低，色彩

绵软柔和鲜亮，深受人们喜爱，故清晚期成为景德

镇窑及国内其他窑口主要产品的品种。民国时

期，尽管那些原来专门为皇家烧制御瓷的官窑纷

纷倒闭或停办，但许多名匠高手流落到各个民窑，

烧制的瓷器无论是器形还是风格，都保持了官窑

的水准。这一时期，各窑口仿古之风盛行，多以复

制各朝代及近代名画为主，以婴戏图作为瓷器主

要装饰题材亦被广泛运用，尤以粉彩瓷最为常见。

该器物形制规整大气，胎釉釉面莹润，细腻匀

白，画面融合了中国工笔重彩的构图于技法，线条

工细流畅，阴阳衬托，浓淡分明，立体感强，色泽柔

和淡雅又鲜亮明快。画面风格简洁舒朗而近于写

实，尤其是人物的刻画生动传神，侍女的娇羞爱怜

风韵逸致，童子的天真活泼纯真自然，服饰、神态

各依身份，惟妙惟肖，妙趣横生。当他们被刻画在

号称“文房第五宝”的水盂（主要用于给砚池添水

或书房观赏陈设）上时，令人赏心悦目，为书房增

添了不少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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