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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
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的日子，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
们又怀念起我们的亲人柯仲平。1937年11月，历经坎坷的柯
仲平经党组织安排来到了延安。延安的一切让他感觉都是那
么新鲜和圣洁，延河水、宝塔山、一个个馒头似的黄土山头都
使得他如痴如醉……特别是延安火热的革命热情、高涨的抗
日氛围一下子就融化了他，边区所有的一切都是诗歌绝好的
歌颂对象……诗人的才华有了发挥的大战场。

柯仲平从1937年11月到延安至1947年下半年离开，在
延安前后生活工作了10年，他全身心地融入延安丰富的文艺
工作中，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发表许多有影响的作品，成为延
安时期许多文艺活动的重要发起者和实践者。这在延安文艺
史研究专家艾克恩同志1987年编纂出版的《延安文艺运动纪
盛：1937.1—1948.3》中有详细的记载。

柯仲平是党的文艺思想“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
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坚定的践行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文艺创作道路。他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和饱满的革命激
情，用他擅长的艺术形式，写出了许多工农兵大众喜闻乐见、
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诗歌和戏剧等作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鼓舞军民的抗日士气，因而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高度
评价和关心支持，为延安文艺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柯
仲平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的骄傲，更无愧他“云南三杰”的
殊荣！

下面回忆柯仲平在延安的一些往事，从多方面去认识这
位革命诗人、大众诗人，以此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也借此
纪念忠实于《讲话》精神、一生走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道路上
的“狂飙诗人”柯仲平诞辰120周年。

第一个革命戏曲团体民众剧团的建立

1938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
大会组织的戏曲晚会后说：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
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的内容。问柯仲平：是不是应
该搞呀？“应该，应该。”柯仲平肯定地回答了提问，第二天就开
始着手落实，很快于7月初就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
的第一个新型、革命的戏曲团体——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

“采取旧形式新内容之手法，改进各项民众艺术，以发扬抗战
力量，提倡正常娱乐。”柯仲平起草的民众剧团团歌唱到：“你
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
去。”这就是民众剧团从始至终所实践的文艺道路。

1939年春天至1940年春天，民众剧团从延安出发深入
到陕北边远的延川、瓦窑堡等近十个县镇，行程两千五百余里
巡回演出群众喜爱的秦腔、眉户和秧歌剧等，宣传抗日救国的
道理，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
为宣传抗日革命的“小长征”。民众剧团以顽强的精神贯彻毛
泽东文艺思想，“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把戏送到基层去”，
毛泽东曾对朱德说，民众剧团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论，
这很好。《解放日报》载文称：“民众剧团是延安抗战八年下乡
最多的文艺团体。”有基层干部说，“你们（指民众剧团）演戏一
天，胜于我们工作一月。”剧团下乡巡演，还根据沿途所见所闻
随编随演贴近民众的新节目，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被指战员
们亲切地称为“咱们自己的连队”，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咱们
自己的剧团”。1944年11月，民众剧团获得陕甘宁边区文教
大会颁发的“文艺工作特等模范”奖旗。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多次观看他们的演出，称赞这些戏既
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在
民众剧团成立之初非常困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贺龙、李富
春、秦邦宪、陈云等领导给剧团送来了钱款和一些战场缴获的
物品，支持剧团的生存和发展。

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的延安街头诗

延安时期的“街头诗”是一大特色，又被称为“传单诗”“墙
头诗”，将没有一定格式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日本侵略
罪行、鼓舞军民抗日斗志的诗作，书写在墙壁、岩石等处或印
成传单散发而得名。1938年1月，柯仲平带头与几位诗人发
起延安街头诗运动，还成立了战歌社，发表了《街头诗歌运动
宣言》，“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
民族的，大众的！”街头诗多以抗战等为内容，短小精悍、易懂、
宣传性强，朗朗上口，对鼓舞军民斗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
们在延安大街小巷和城墙上不少地方都贴写着街头诗，还带
动了很多群众参与，使街头诗运动在边区更广的范围内蓬勃
展开。《新中华报》为此还开辟了“街头诗选”专栏。柯仲平在
街头、田间和战地写下了许多短小犀利、富于鼓动性的诗篇。
他高亢激越富有浪漫主义的朗诵，极大地发挥了诗歌对于宣
传、鼓动的战斗作用，被肖三同志赞誉为延安诗歌运动最初和
最有力的发起人和朗诵诗放头一炮的呐喊诗人。

柯仲平为庆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写的著名朗诵诗《告同
志》，曾在会议上为代表朗诵，并把它写在延安城大礼堂对面
的石灰墙上。《告同志》以简洁明快的诗句、生动贴切的比喻，
抒发了一个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对党的由衷赞颂之情，热情
洋溢地歌颂了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伟大团结战斗作用。召
唤同志们像“五个指头共一只强有力的手掌”那样，团结在党
中央周围。“不怕暴风雨，不怕狂浪狂”，为开辟民主共和国的
道路，战斗到天明。柯仲平始终以浪漫主义精神和火热激情
表达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用诗歌来宣传党的政策。《保护我们
的利益》是他为响应保护农民的土地革命时期的既得利益的
政策而作，随后被推广到一些抗日民主根据地，还被其他抗战
文艺工作团带到晋绥、晋察冀边区广为传播。

街头诗运动不仅为诗人们的创作活动提供了另一种途
径，还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不仅扩大了诗作的影响力，更
重要的是使一些不识字、不会写字的群众也可以欣赏和参与
编写，诗人们把群众自己想出来、念出来的诗句写下来再教给
群众，既对于推动扫盲、识字发挥了作用，又使得群众可以随
时随地从街头巷尾看得见的诗中懂得很多革命道理，思想觉
悟得到提高，抗战热情也增强了。街头诗运动在边区抗战宣
传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成为延安文艺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柯仲平对延安诗坛的最大贡献之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召集文艺工作者
举行座谈会，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认为文艺要很好
地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
器。柯仲平在第二次会议上做了关于民众剧团下乡演出、受

到老百姓热烈欢迎和慰问生动有趣的发言。他说：“我们就是
演《小放牛》，你们不是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
欢。你们要到我们所在地区找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
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许多人
都笑了，毛泽东也笑着接着柯仲平的话头说，文艺普及工作还
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
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毛泽东等领导的肯定和勉励使柯仲
平深受鼓舞。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一直记着这件事，在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毛主席在和柯仲平握手时还说，柯仲
平同志，你到哪里，鸡蛋壳到哪里。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同志做了结论讲话，强调党的
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阐明革命文艺
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柯仲平带领
的民众剧团的艺术实践，也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形
成，提供了重要素材。柯仲平作为参会的两位云南籍人士之
一，幸运地与100多名参会者合影，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座谈
会使柯仲平对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也更加坚定信心走在这条大道上。

毛泽东枣园鼓励“三贤”

由于民众剧团在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上取得的突出成
绩，1943年秋，毛泽东在延安枣园接见柯仲平、杨醉乡、马健
翎。毛泽东说：请来“三贤”，有二位“美髯公”（柯、马），一位

“佘太君”（杨），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
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
日的种子撒播在哪里。毛泽东又说，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
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战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
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
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马髯
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
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等
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
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这是毛泽东对民众剧团从诞生到成长、从剧目到演出、从
生活条件到工作环境、从创作方法到艺术道路所作的高度概
括和评价，也是对民众剧团方向和道路的肯定，更是对诗人柯
仲平工作的肯定。

创作大量反映基层模范人物的戏剧作品

一生坚持文艺大众化道路的柯仲平，在1941年被调往陕
甘宁边区文协工作后，仍经常下乡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寻找创作素材。1943年11月隆冬时节，抱病的柯仲平仍
精神饱满地带领西北文工团赴陇东分区进行宣传演出，也是
为创作寻找素材。他曾先期赶到陇东专署所在地庆阳，等西
北文工团边走边演到达这里时，他已经创作完成了大型歌剧
《孙万福回来了》，不久就被搬上了舞台。

在陕甘宁边区的华池县城壕村，他与特等劳动模范张振
才交上了好朋友。一块去坡上背柴禾，一块垫羊圈，一块抡锹
头，一块铲地边，二人一袋烟递过去又送过来，通宵达旦，说古
论今。1944年的春节，柯仲平是在张振才家里度过的，诗人
和他们一起打年糕吃年糕，一块喝米酒，话不离嘴，歌不离
口。这位大胡子诗人念的诗村民都喜欢听，村民朴实而欢乐
的迎春喜乐和朗朗欢笑声让诗人陶醉，柯仲平充分体验到了
这份欢乐和质朴，也收集了不少素材。这样的深入生活体验，
不少都反映到他的大型歌剧《模范城壕村》作品中，该剧还获
得延安戏剧创作一等奖。延安老农张永泰说，他以前经常在
街上遇到柯仲平，总把他当成一个马伕。直到1947年参加徐
特立老人七十大寿，当柯老起立朗诵贺寿诗时，他才得知一向
被他当作马伕的人原来是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柯仲平知道
后，随口幽默地以“百姓要享福，地主变农夫，天下要永泰，诗
人变马伕”来答复。

在陕甘宁边区陇东边界当地抗击土匪有功获表彰的“马
渠游击小组”所在村，柯仲平不间断地找游击小组成员和村民
座谈调查，即便有时病痛让他有些坐卧不安，也没有停下来。
在取得大量的一手素材后，又夜以继日赶写出另一部大型歌
剧《马渠游击小组》。为了加强戏剧的艺术性和真实性，柯仲
平还特意把游击队员请到庆阳座谈讨论，终于完成了剧本创
作，最后改名为16场歌剧《无敌民兵》，1946年10月剧本在
《解放日报》上全文连载了22天。1946年8月，西北文工团正
式排练《无敌民兵》，他们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公演时，毛泽
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特别前来观看，《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三
篇文章，对这部戏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解放区歌剧创作的“重
要收获”，是柯仲平同志的“伟大创造”。该剧不光在延安演出
多场，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西北文工团随第一野战军仗打到
哪里，把戏也就演到哪里，有力地配合了大西北的解放斗争。

柯仲平说：“咱们演戏就是做群众工作。不了解他们，不
熟悉他们，不和他们打成一片，你的戏就演不好，起不到应该
起到的作用。”边区老百姓热情欢迎民众剧团，给他们编了几
句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们的民众剧团过来了。
一杆杆大旗磴畔上插，我把你亲人迎回家。”

成为毛泽东指定的《解放日报》副刊撰稿
人之一

1942年9月，为办好《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毛泽东与该
报副刊主编舒群反复商讨，亲笔拟定了一份16人的撰稿人名
单，柯仲平是其中3位作家之一。毛泽东在他的名字下详细

注明了文章的撰写方向以及每月需要完成的字数，以大众化
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随后，毛泽东为此组织了便宴，开宴后说：诸公驾到，非常
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他宣读了《解放日报》第四
版征稿办法及其具体内容，并说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
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
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诸人欣
闻毛泽东相约为征稿事，皆乐于接受。大家边吃边聊，都已经
开始尽兴而散。只有柯仲平仍旧坐在那里，吃吃喝喝，没完没
了。毛泽东叫警卫员送来三个碗，递给柯仲平、舒群。柯仲平
说，感谢你，是你批给300块钱，让我搞起民众剧团。毛泽东
说，老柯，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让你去受苦受
难，喝吧，这是慰劳酒。柯仲平说，过惯了，我愿意同老百姓在
一起。见时间不早了，舒群悄悄地写了一个条子想背着毛泽
东递给柯仲平，劝他罢饮归去，不料却被毛泽东看到截住了，
他笑了笑把纸条撕掉，挽留两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
到不能再喝，毛泽东才送到屋门口，目送着他们走了。

柯仲平酒喝多了，骑在马上左右摇晃，终于跌了下来，舒
群下马搀扶，但已扶不起来，结果两人东倒西歪都在地上呼呼
大睡起来。好梦正酣的时候被人叫醒，抬头一瞧，发现竟然是
毛泽东站在面前，旁边还有延安唯一的一辆华侨所赠小汽车，
主席安排用车把他俩送回去睡觉。这就是有名的柯仲平“枣
园醉酒”。

创作大量纵情歌颂延安的诗歌

诗人把“诗歌和戏剧的大众化”作为创作目标直至生命的
终结，一生创作了大量歌颂工农兵的诗歌。纵览其延安时期
的几十首诗，无一不饱含着热爱党、热爱祖国人民、热爱延安
革命将士的深厚感情和愿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热忱。短诗
《延安与中国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延安精神的佐证，生动
地表现了抗战爆发后中国热血青年追求真理，奔赴延安经受
时代陶冶的历史潮流，回答了为什么无数进步青年历经千辛
万苦不怕“走烂脚底板”也要“到延安去”的原因。

该诗表现了诗人亲身感受到的延安火热的革命热情，以及
战斗生活气息对进步青年的影响和吸引。诗人敏锐地发现了
延安与中国青年的这一时代性的吸引与归趋的关系，歌赞了
延安革命精神和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热情，扑面而来有一股
清新的泥土气息，采用一“问”（青年问延安）、一“答”（青年颂
延安）、一“总结”（延安颂青年）的民歌体结构，语言生动、新
颖，充满生活气息，特别是这巧妙的“总结”，把前面表达青年
人的革命豪情升华了。该诗既是延安颂，又是青年颂，更是对
延安与青年密不可分关系、青年渴望“到延安去”这种心灵呼
唤的赞颂。

1938年5月间，柯仲平创作完成解放区诗坛上最早出现
的描写农民斗争的长篇叙事新诗《边区自卫军》，他在前言写
道：“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
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面前进。”全诗
描写农民自卫军配合正规部队保卫家乡、自卫锄奸的斗争故
事，反映了边区自卫军的战斗生活和翻身农民的精神新貌。
毛泽东在听完柯仲平的朗诵后，亲切地和他握手并给予了热
情的鼓励，称赞他把工农作为诗作的主人，肯定他对民歌体的
运用和在诗歌大众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还要把他的诗稿带回
去看。几天以后，毛泽东退还了诗稿，个别地方还做了修改，
并批下了8个字“此诗很好，赶快发表”。就这样，《边区自卫
军》很快就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破例发表了。

长诗中的“左边一条山/右边一条山/一条川在两条山间
转/川水喊着要到黄河去/这里碰壁转一转/那里碰壁弯一弯/
它的方向永不改/不到黄河心不甘……”这一段，还被音乐家
谱成了歌曲，传唱至抗战前方和后方。

1947年初胡宗南部队开始进犯延安，柯仲平请求去部队
参加战斗。上级批准他到了王震率领的部队，部队同志优待
他给了一匹马，但他经常不骑，说要和战士们一起走路鼓舞士
气。这段时间，他创作了一些战斗的诗篇朗诵给战士们听，其
中《保卫毛主席》很有影响，“从河东，到河西，我们赶来保卫毛
主席；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最光荣，路上没有一个掉队的！”

“五月里，过黄河，过了黄河吃‘菠萝’（指波罗镇），吃‘菠萝’，
口不渴，再吃好肉好馍馍。头一口，要吃香，头一仗，要打响；
吃了这样吃那样，我们要接二连三的去打胜仗！”当部队临出
动进攻时，柯仲平在部队首长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后即朗诵
这首诗，这个团朗诵完又被叫到另一个团去朗诵，发挥了很好
的宣传鼓动作用，真是做到了“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激情，哪
里就有诗。”

用文艺刊物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1938年10月16日，柯仲平与刘白羽和抗大政治部奚原
等共同筹办了边区第一个纯文艺刊物《文艺突击》。他们于9
月17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要出一个文艺刊物的计划，希
望刊物鼓动民众、宣传边区、以利抗战，并请主席题写报眉。
毛泽东果然当天便题好字送回，还题了三份让他们选用。并寄
语刊物，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刊物最早是
油印本，后来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捐款支持下改成铅印本。

柯仲平在该刊第一期撰文《持久战的文艺工作》中说：“抗
日战争为作家开辟了伟大的前途，要深入到抗战的实际斗争
中，这是多数作家的愿望。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性的，因此在抗
战胜利前，并不是没有产生几部大作品的可能。要在这时候

写出大作品，就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在战争中体验他
所要写作的现实生活；二是对于政治军事有相当的认识，尤其
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战斗员；三是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写作技术修
养。在目前，非大作品不写的人，就像非阵地战不打的一样。
字数多常是大作品不可避免的一种结果，但并非大作品都一定
要字数多。文艺上的游击战是比较有些成绩了。游击作风在
目前还站在主要的地位上。救亡歌曲、街头诗、独幕剧、通讯、
短篇、报告文学等都在以游击战的作风出现。文艺上，我们也
必须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的三种作风配合起来。”

在1946年8月30日，全国文协延安分会和边区文协的会
刊《延安文艺》创刊，柯仲平任主编。《解放日报》9月2、3日刊
登了《延安文艺》的征稿启事，要求各种形式的文艺稿件要“大
众写，大众看，大众批评，大众关心”，把刊物“变成广大人民精
神上的一种粮食。变成瞄准敌人射出去的子弹，杀出去的刺
刀。”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生活，写文艺活动，写心得，
写经验。文艺批评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对的、好的，就说
对，就说好；不对的、不好的，就说不对、不好”。“用大众作风、
大众气派写”。

永远走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

“柯仲平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勇于开拓的
一生，一个把一生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著名诗人，一辈子
和人民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文艺战士。”老一辈革命家对柯
仲平的评价和赞誉，也勾勒出了柯仲平坎坷而充满斗争精神
的一生。

“人民是不朽的，忠诚地为人民歌唱的诗人也是不朽的。
柯仲平同志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诗人，是中国革命诗歌发展史
上实践大众化取得大成就的大诗人。他的诗篇不仅属于过去
而且属于现在和将来。”著名诗人贺敬之是如此准确、中肯地
高度评价诗人。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著名诗人光未然对诗人有很高
的赞扬：“无产阶级诗歌的开拓者，革命的文化战士柯仲平同
志永垂不朽”。

作家曹谷溪说：“我非常敬重柯老和他同代的这批诗人，
柯老他们这批诗人在中国诗坛上的位置，是有历史定论的。
一个诗人的价值，就在于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柯老这批诗人堪称是真正的人民诗人。”这个评价对于柯仲平
来说是恰如其分。

诗人对祖国、对人民、对诗词创作是“一团火”，他猛似狂
飙热似火。曾经和柯仲平一样为撰写小说《刘志丹》而罹难的
李建彤女士对他这样赞颂：“人民的诗人，为人民所爱，永远活
在人民心里”，这可能也是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声。柯仲平也就
是这样从延安走来，一生走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

（丁静系柯仲平女儿、丁卫星系柯仲平外孙、丁雁系柯仲
平外孙女）

他从延安来他从延安来，，一生走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一生走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
——柯仲平延安往事柯仲平延安往事 □□丁丁 静静 丁卫星丁卫星 丁丁 雁雁

柯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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