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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着唱着““ 花儿花儿””迎红军迎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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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青年作家张天虚驰骋抗日战场，

创作了 3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和战地通讯，因

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茅盾评价说：“那时（指

去世）他还不到三十岁！假如他活到今天，一定

是革命文坛上的一员战将。”

一

张天虚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叫剑平。1911
年12月8日出生在云南省呈贡县龙街。他在云

南省立第一中学和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读
书期间，参加了云南地下党领导的青年努力会

和娱乐会，从事革命活动，与聂耳成为莫逆之

交。1930年，为躲避反动当局迫害，他与聂耳相

继前往上海。在上海，他先后加入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并创作出版了47万字的

长篇小说《铁轮》，描写了潘祥生由贫苦农民成

为红军战士、王振武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

为革命知识分子的过程。《铁轮》是中国左翼文

学运动进入“新的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

品之一。

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

人民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延安成了当时最进

步的政治中心。张天虚根据党组织安排奔赴延

安，参加了丁玲任主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

西战团），并担任通讯股长。8月 15日晚，延安

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西战团奔赴抗日前线的

晚会。毛泽东出席了这一晚会，作了热情洋溢

的致词，鼓励大家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口与日本

帝国主义者作战，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

抗日救国主张，争取抗战胜利。“我们战地服务

团的组织虽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流

入大河，聚汇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

我们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

来与诸位见面。”丁玲代表西战团全体人员表达

了决心。

欢送会之后，西战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

延安做了40天的准备工作。在这40天内，他们

积极排练了十几个独幕剧，此外还编排了秧歌

舞、大鼓、歌曲、相声、绘画等。为了提炼宣传内

容，他们还在延安街头演出征求各界的意见，再

根据群众反映，不断改进、提高。张天虚创作了

一个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老爷》，

主题是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参加

抗战。丁玲在剧中扮演一个八路军政工人员。

当毛泽东看完演出后得知编剧是张天虚时，从

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赠送给张天虚，以示

奖励。

9月 22日，西战团 40多人开赴山西抗日前

线。一路上，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发

动群众、宣传抗日。他们利用山西、陕西村村都

有的戏台作为宣传讲坛，运用大鼓、快板、双簧、

相声、活报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抗日救

国的大道理深入浅出地宣传给群众。每次演出

结束后，观众们都迟迟不肯散去。

在此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军训日记》《西线

生活》《两个俘虏》《雪山道中》等报告文学和战

地通讯，为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两

个俘虏》是一篇2.5万字的报告文学。这是张天

虚在西战团的“一部经验的实录”，已编入上海

杂志公司出版的《战地生活丛刊》中。茅盾评述

说：“《两个俘虏》是第一次把一个值得我们用力

钻研的问题提出来了!抗战已经一年，但是我们

‘对敌的研究工作’，做得实在太少。一般的文

艺作品，写到敌人的士兵时，不是写成怕死的弱

虫，就是喝血的猛兽。至于宣传上或可收一时

煽动刺激之效，然而宣传应该是教育，把敌入估

计得太高或太低，都不是教育民众的正轨。这

篇报告文学，展开了敌军士兵的心理，指出了他

们曾经怎样被欺骗与麻醉，但也指出了欺骗与

麻醉终于经不起正义真理的照射……在这里，

就有我们长期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正确理

论之事实上的明证，——两个顽强的俘虏终于

感悟而调转枪口了。”

二

1938年 4月，由滇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

军第60军奉命参加台儿庄战役。184师师长张

冲与师政训处主任张永和（中共地下党员）来到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多次与周恩来、叶剑英、

罗炳辉秘密会晤，请求中共选派工作人员到184

师工作，而且要求是云南籍人，以加强该师政

治、军事力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延安联系

后，决定抽调张天虚、周时英、薛子正、蒋南生、

张子斋、尹冰等赴184师。在延安临行前，朱德

教他们如何工作，如何团结抗日力量，并和他们

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好让

他开展工作。

在 184师驻地鸡公山，张天虚以共产党员

的身份与张冲见面。初到之时，就做了些“交朋

友”的活动，团结了一些进步抗日青年。他们教

士兵唱抗战歌曲，丰富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

张冲决定在 184师成立纠察队，由张永和任队

长，张天虚、蒋南生、张子斋任干事。不久部队

开往台儿庄前线，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周时

英任书记，张天虚负责宣传组织工作，招收了一

批进步青年组成政工队，展开了该师的思想宣

传工作。

184师驻扎在台儿庄及城东南禹王山一线，

设立防御阵地，阻击向徐州进犯的日军。张天

虚非常勤奋和勇敢，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战

壕采访战士，收集资料。张冲曾说：“天虚虽是

捻笔杆子的，但打起杖来比我还英勇胆大”。张

永和也说：“天虚无论行军还是驻防，抑或战斗

间隙都坚持记笔记。禹王山战斗中，他是最勇

敢的。”在一次战斗中，战士们面对日军的坦克，

毫不畏惧，抱起集束手榴弹，高喊着“活捉铁乌

龟”，前仆后继向鬼子坦克冲去。张天虚被战士

奋不顾身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写下了战地通讯

《活捉铁乌龟》，发表在《抗日军人》上，使士兵们

深受鼓舞。在禹王山争夺战中，184师的勇士们

不怕牺牲，奋勇向前，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始终

坚守在禹王山，英雄的鲜血染红了禹王山脚下

的运河水。张天虚据此写下了报告文学《运河

血流》。在禹王山阻击战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大

量的战地通讯，如《台儿庄通信》《记张冲师长》

《血肉筑成的长城》《指挥所里》等，除发表在《抗

日军人》上外，还分别发表在《云南日报》和茅盾

主编的《文艺阵地》上。

（连载一）

1935年8月2日，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是第一支

长征进入甘肃的队伍，也是第一支长征到达陕甘革命

根据地的队伍。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7月16
日，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南部，转战渭河、泾河两岸，

驰骋于陇东高原，截断兰西公路，直捣敌人后方。先

后攻占两当、秦安、隆德等三座县城，经历数百次战

斗，多次打退敌人的围追堵截，打乱敌人的部署，完成

了战略性转移。

1935年9月16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突破腊子

口，期间从红军在哈达铺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

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大片苏区的消息，与中央领

导果断做出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从

而完成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在哈达铺

疲惫不堪的红军得到了及时的休整，部队获得了发展

壮大。随后召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代

表中央宣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极大鼓舞了红军的革

命斗志。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连夜

创作了歌曲《到陕北去》。朴实无华的歌词鼓舞了红

军将士，哈达铺人民用自己擅长的花儿曲调填词，歌

唱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场里大麻东倒西，受了苦的

毛主席。爬雪山来过草地，你为人民办好事。”“朱总

司令是个明月亮，毛泽东是太阳，蒋匪帮他是草尖上

的霜，他不是太阳的对方。”

1935年9月23日，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

继续北上。9月27日在通渭县榜罗镇，毛泽东情绪高

涨朗诵了心中早已酝酿已久的《七律·长征》。1936年

8月8日，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

面军在甘肃甘南先后组织实施了著名的《洮岷西固战

役》《徽成两康战役》，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

洮岷地区是花儿的故乡，受到红军革命的影响和感

悟，人民群众用花儿的形式传颂红军为劳苦大众打天

下的英雄事迹。有一首花儿唱得好：南山飘来一朵

云，红军住到岷县城，爱的穷汉老百姓，征的商户有钱

人。布谷叫着立夏呢，红军干部带话呢，叫把商户不

怕呢，人民要坐天下呢！花儿《跟上红军打天下》唱

道：西大二寨坎布塔，红军进庄缓一下，你给穷人解疙

瘩，把心上的难辛吐一下。麻木做了矛子把，跟上红

军打天下，打土豪来除恶霸，就给穷人把地分。

1936年 9月 20日，红二方面军十天内连续作战，

在陇南、天水一带 12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打

土豪、分田地斗争，大好的革命形势激起了陇南人民

投身革命的热忱。陇南的劳苦大众编唱歌谣，《红军

直下徽成县》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走江口，过

茨坎，大营扎在曹彭家，山脚地畔路过走，李家咀上

杀恶狗，周家大营缓商量，席家川里吃干粮，隆城上

安的水机关，两架飞机打旋旋，土荞峪下山入平川，

炸弹丢在云雾山，大军过了横岭山，晚上住在了石峡

关，西和一仗打得欢，红军直下徽成县。

1936年 10月 22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

宁、静宁地区的兴隆镇、将台堡,同前来迎接的中央红

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历时

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揭开了中国革命

的新篇章。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

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

合通电》，向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

热烈的慰问和祝贺。

在红军将士胜利团聚的大会上，战士们唱响了歌

词稍有改动的《会师歌》。这首歌原是陆定一于 1935
年 6 月创作于四川宝兴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

1964年拍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经艺术家加工改

造《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歌》，以崭新的面貌成功搬上舞

台和银幕，从此唱响全国。

许 广 平 与《 鲁 迅 全 集 》
··文化记忆文化记忆··

许广平，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的第二任妻

子。1917 年就读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

担任天津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主编，并在周

恩来领导下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年考入北京女

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1927年 1
月，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许任助教和广州话翻译。

中国文化的经典《鲁迅全集》是鲁迅与许广平爱情忠

贞结出的硕果，多少年来在中国文化宝库里闪烁着灿

烂的光芒。

1927 年 10月，许广平与鲁迅在上海开始共同生

活。两年后爱子海婴出生，海婴的出生使鲁迅的创

作热情高涨，许广平对生活充满欣喜。1936年 10月

19 日，鲁迅因病逝世。鲁迅逝世后，一度时间许广

平精神萎靡不振、经济举步维艰。当时又逢政治形

势恶劣，物价猛涨，周海婴还小，书店又断付鲁迅的

版费，所有困难使许广平振奋精神要整理鲁迅全部

文稿，她常常废寝忘食，为《鲁迅全集》的出版付出

了毕生精力。

抗日胜利后，许广平担任上海联谊会主席，积极

参加民主运动，曾任《民主》周刊编辑。在此期间她

陆续刊登了鲁迅的一些精彩文章，受到读者喜爱。

1948年 10月，许广平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经

香港秘密转入到解放区，做传播中国文化工作。1949
年 9月，许广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并成为全国首届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

后，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这期

间，许广平就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更可贵的是她还将《鲁迅全集》的版税、鲁迅

藏书九千六百多册、图片、石碑陆仟多件、和上海、北

京的房产稿费全部捐赠给国家，自己分文不取。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她一直担任人大常委会

委员。1959 年 10 月，她完成了将近 10 万字的《鲁迅

回忆录》，为中国研究鲁迅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60年 10月经周总理批准，她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并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

《鲁迅全集》共 20卷，文学体裁有小说、散文、杂

文、古体诗、新诗、书信、译文等。那时没有电脑全靠

许广平手工抄写。第一卷有小说 3 部：《坟》《野草》

《呐喊》；第二卷有 4本单行本：《热风》《彷徨》《朝花夕

拾》《故事新编》；第三卷有 3本单行本：《华盖集》《华

盖集续编》《而已集》；第四卷有 3本单行本：《三闲集》

《二心集》《伪自由书》；第五卷有 3本单行本：《南腔北

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第六卷有 3本单行本：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

编》；第七卷 3本单行本：《两地书》《集外集》《集外集

拾遗》；第八卷有 2部书：《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

钩沉》；第九卷 2部书：《嵇康集》《中国小说史略》；第

十卷 3部书：《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汉文学史

纲要》；第十一卷有 6部书：《月界旅行》《现代小说译

丛》《地底旅行》《现代日本小说集》《域外小说集》《工

人绥惠略夫》；第十二卷有 3 部书：《一个青年的梦》

《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第十三卷有 3部书：

《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思想·山水·人物》；

第十四卷有 5部书：《小约翰》《小彼得》《表》《俄罗斯

的童话》《附：药用植物》；第十五卷有 2部书：《近代美

术史潮论》《艺术论（卢氏）》；第十六卷有 2部书：《壁

下译丛》《译丛补》；第十七卷有 4 部书：《艺术论（蒲

氏）》《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文艺与批评》《文艺

政策》；第十八卷有 3部书：《十月》《毁灭》《山民牧唱》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第十九卷有 1部书：《竖琴一天

的工作》；第二十卷《死魂灵》。

《鲁迅全集》出版后，人们争先抢购，于是全国又

出现过五六种不同的版本。人们把鲁迅评价为：伟大

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

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毛主席的书房、床头、办公室摆放着《鲁迅全集》。

毛主席评价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

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

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

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

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

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

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

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毛主席还说：“鲁迅在中国的

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

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 胡平原

领略华夏服饰千年风采
——《中华霓裳》··书书 赏赏··

□ 刘昌宇刘昌宇

“云想霓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以汉服为代

表的中国服饰彰显着中华民族的风尚和习俗，也蕴含

着深厚的文化寓意。中国纹样学者、广西艺术学院青

年教师黄清穗的《中华霓裳》（中信出版社 2024年 4月

出版）一书以时间为线，跨越 7段历史时期，通过图文

并茂的方式呈现中华服饰的形制变迁与细节之美。

约五千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原始的

农业和纺织业。随着饲蚕和丝纺的发展，人们的衣冠

服饰日臻完备。殷商时期，“礼制”的文化内涵强烈地

映射到服饰制度的阶级内容中。从此，中国古代服饰

制度开始走进礼制的大体系，华夏服饰中的独特文化

精神内涵由此发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

之美，谓之华。其中传统服饰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文

化的载体。中国素有“衣冠王国”之美誉，流转千载的

东方美学，早已与服饰融为一体，流入代代中国人的血

脉中。数千年来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历程，折射出时

代变迁与文化传承，勾勒出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生活

画卷。近年来，不管是精美绝伦的马面裙，还是典雅华

贵的旗袍，都不断出现在国内外重大活动中，给人以耳

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每年的高考期间，老师和家长

不约而同穿上精致旗袍，以“旗开得胜”的美好寓意，祝

愿万千学子金榜题名，更是让人为之一暖。当下，越来

越多的人喜欢穿汉服、唐装出行，面对琳琅满目的传统

服饰，不禁会问，这件是哪个朝代的呢？是日常穿用还

是节日用衣？服饰上的色彩又是如何搭配的呢？

《中华霓裳》以朝代为主线，深度解读古代中国服

饰的时尚变迁，近300幅精美插图，形象展现了中华服

饰的演进脉络。商周时代的端正规矩、春秋战国的逸

态横生、秦汉魏晋的褒衣博带、隋唐五代的百美竞呈、

宋明时期雅俗相融、清代审美的森罗万象……纷呈的

服饰，如浪漫繁复的视觉盛宴，又恰似摇曳多姿的文化

景观，不但将历代服饰背后的历史背景、纹样寓意，精

心诠释。而且，还将服饰中的色彩搭配、线稿细节，一

并予以解析。值得一提的是，每件服饰的一旁都标注

了附有CMYK色值的传统色谱，满足了新一代的美学

诉求。中国服章之魅，美在朴实自然，它源于古人对自

然生活与精神文化的艺术创造，更体现在日常穿着的

丝线纹路之中。

据史料考证，中国服饰艺术最早发轫于商周，成型

于先秦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形成了上衣下裳

制，并逐步建立起兼收并蓄的服饰文化。至汉朝，服饰

风格趋于浪漫而瑰丽，整体呈现出理性而向上的禀

赋。比如，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西汉褐色

菱纹罗地“信期绣”丝绵袍，为墓葬主人辛追夫人所着，

是汉时经典的曲裾式深衣制服饰。全衣除衣缘外，其

余处铺满信期绣——一种凝练了云纹、裂片花瓣纹、变

形鸟纹等多个元素的纹样。其主体为穗状云纹，双尾

细长，飘逸似燕尾，燕子寓意“忠可以写意，信可以远

期”，故此得名“信期绣”。到了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

逐渐南迁，衣冠服饰南北互补，服饰纹样多延续汉锦之

风。隋代，是中国服饰史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时期，它

开启了以汉民族服饰为主导，兼融胡服等外来民族样

式的新基调。之后的唐朝，服饰在华夏传统的基础上，

型制、设计、款式、用料、色彩，不断推陈出新。五代后，

服饰大多延续唐制，趋渐俏丽。宋朝，文化氛围受程朱

理学的影响，服饰偏于典雅清美。特别是南宋时期，女

子穿各式褙子与百迭裙的组合，俨然当世的潮流穿搭，

精美的服饰配以缠枝芍药纹和折枝花纹，甚为可人。

进入幅远辽阔的元朝，服饰制度则遵循着“近取金宋，

远法汉唐”的原则，形成了以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

和汉民族文化并存及相互渗透的体系。明朝，服饰章

典以“悉复中国之旧”为基调，是汉官威仪的集大成

者。清代，北方游牧民族充分汲取汉民族服饰之所长，

呈现出汉满服饰交相辉映的局面。由是观之，唐风繁

缛、宋韵典雅，每个朝代的服饰都有独道的美学韵味。

时代更迭，服饰变迁，唯一不变的是中国人对千年汉服

的挚爱，对服饰文化执着地传承。

一部服饰史，既是一部华夏民族的物质文明发展

史，又是一部炎黄儿女的共同生活记忆史。《中华霓裳》

既剖析了服饰之异，更揭示了传承千年的服饰之美。

以衣为媒，观照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这便是中华服

饰文化永恒的魅力所在。

《鲁迅全集》立式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