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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筹军食，艰苦计锱铢。立国

主外贸，四海积财资。秉公耀日月，清

白不徇私。理财称前辈，德行众所师。”

这是开国中将莫文骅当年为悼念叶季

壮作的一首诗。这也是叶季壮勤勉、清

廉、正直人生的写照。

4 月的粤西，木棉花正浓。广东省

新兴县六祖镇水湄村叶季壮故居前，绽

放的红木棉挂满枝头。这是一栋老式

青砖瓦木结构平房。1893 年，叶季壮

在这里出生并度过童年和学生时代。

从这里出发，他怀揣着满腔抱负和激情

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革命队伍里，叶季壮是个传奇，

参加红军后，几乎没上过战场；穿了多

年军装，几乎没摸过枪。然而，他的作

用却无人能替。长征开始，部队经费严

重短缺，叶季壮临危受命，担任红一方

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每到一个

地方，他顾不上休息，四处筹集粮款，保

障部队后勤给养。为解决部队急需，他

不惜把兄长叶洁芸送来的 500 大洋全

部捐出。1935 年 10 月，叶季壮带领先

遣团到达吴起镇，立即和镇上的干部、

乡绅打成一片，为后续红军的到来做好

食宿安排。杨尚昆晚年在回忆录中提

到，有一段路上，官兵饱受饥饿之苦，无

奈之下只能以皮带充饥。队伍抵达哈

达铺时，叶季壮早已在当地备好一场流

水席。途经此地的官兵，得以享用一顿

丰盛的饭菜。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经

济封锁，善于当家理财的叶季壮，按照

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指示，一边组织军民

开荒垦田，开发盐湖，一边兴办兵器、

被服、造纸等工厂，还搞起边区经济贸

易，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当局对边区的

经济封锁。

叶季壮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经过他

手的钱和物资难以计数。工作几十年，

他没给后人留下钱物，却留下了清清白

白、大公无私的口碑，被大家亲切地称

为“红管家”。

1949 年，中央调任叶季壮为首任

贸易部部长。进京时，他和妻子马禄

祯带的全部家当是两个麻袋，里面除

了 几 件 衣 服 、一 个 大 算 盘 ，其 余 全 部

是 书 。 帮 他 整 理 东 西 的 警 卫 战 士 忍

不住说：“首长，您也太寒酸了！”叶季

壮 却 笑 着 说 道 ：“ 我 寒 酸 一 点 有 什 么

关 系 ，只 要 人 民 过 得 富 足 ，我 就 心 满

意足了。”

为官清廉，对于叶季壮来说是浸透

在骨子里的信仰。在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收藏着一条破旧的皮带。从

反“围剿”、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条皮带跟随叶

季壮 21 年，后来实在不能再用，他才换

了下来。

作为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出国机会

很多，但从未给家人和亲友代购过进口

货。他经常教育家人和后勤人员说：

“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是剥削阶级的格

言。近水楼台不得月，才是我们无产阶

级的格言。我们共产党人是为穷人谋

解放的，在我们革命队伍里决不允许贪

污、腐化之事发生，特别是做后勤工作

的同志，管钱管物，更要廉洁清白。”

叶季壮生活非常简朴，常年上下班

就 是 穿 那 身 在 延 安 时 穿 过 的 土 布 灰

衣。有一次，叶季壮出国访问，工作人

员给他做了两套料子衣服。回国后，他

坚持要把做衣服的钱还给公家。工作

人员不肯收，说：“如果一定要交的话，

就把衣服交给公家好了，反正您平时也

不爱穿料子衣服。”叶季壮却说：“按我

的身形做的，别人也无法穿，怎能让国

家受损失呢？还是退钱给公家好。”工

作人员无奈，只好把钱收下。

1963 年，一位外国友人送给他一

台手提式电视机。当时这可是稀有之

物，孩子们非常喜欢，央求爸爸把它留

在家里多看几天。叶季壮却毫不理会

孩子们的请求，立即上交到部里。他还

告知身边的工作人员：所有礼物，不许

私自留下，一律上交国家。

时隔多年，叶季壮的孙女叶小延始

终记着一件事。有一年，叶季壮到广州

出差，不幸中风住院。当时情况危急，

组织上紧急安排家里人坐飞机到广州

看望。后来叶季壮病好了，一直提醒家

里人，要把机票钱交还给组织。这看似

一件小事，却透着一股清澈。这清澈之

中展现的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公私

分明的作风，展现的是共产党人的鲜明

本色。

1967 年 6 月 27 日，叶季壮与世长

辞。周恩来总理参加追悼会并高度评

价了他的一生：中央把每一个任务交给

叶季壮同志，他总是反复思考，很好地

完成。晚年，叶季壮也对自己的人生做

过一次总结。他说，自己从未摸过枪，

天天就和钱打交道，但从来没有占用过

国家一分钱。

清白，不是一个普通的词语，它意

味着坚定的信仰、高尚的品格，也是党

员干部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清清白白“红管家”
■孙现富

“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请抬头望你

前面的朝霞；谁爱自由，谁就要付予血的

代价。茶花开满山头，红叶落遍了原野；

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我们战斗在茅

山下。”

这 是 丘 东 平 1941 年 创 作 的 小 说

《茅 山 下》的 开 篇 。 这 一 年 ，他 正 担 任

着 一 所 为 培 养 文 艺 人 才 、服 务 抗 战 而

创办的重要教育机构的教导主任——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称“华中鲁

艺”）。华中鲁艺是新四军抗战文艺的

殿堂，培育了一批能文能武、打击日寇

的文艺人才。

在抗日烽火中创办

华 中 鲁 艺 是 在 刘 少 奇 、陈 毅 的 关

怀 和 领 导 下 创 建 的 。 1940 年 秋 ，新 四

军 与 八 路 军 南 下 部 队 的 会 师 ，改 变 了

苏 北 的 政 治 形 势 和 军 事 力 量 对 比 ，提

高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

抗 战 地 位 ，为 进 一 步 发 展 华 中 抗 日 根

据 地 和 人 民 武 装 力 量 ，奠 定 了 重 要 的

基 础 。 11 月 ，刘 少 奇 与 陈 毅 在 海 安 会

面。为了推动华中地区抗战文艺活动

的开展，刘少奇、陈毅决定创办一所像

延 安 鲁 迅 艺 术 学 院 那 样 ，培 养 文 化 艺

术 人 才 的 学 校 ，并 将 校 名 确 定 为 鲁 迅

艺术学院华中分院。

华中鲁艺筹备之初，分别在盐城的

《江淮日报》、苏北各地的许多报刊上刊

登了招生启事。为方便广大青年报考，

筹委会在盐城、东台、海安、阜宁等地设

立了若干报名点。在日军占领的上海、

武 汉 也 开 设 了 许 多 隐 蔽 性 的 招 生 机

构。筹备工作约一个月，就有 200 名学

生 来 报 到 。 他 们 大 多 是 来 自 上 海 、武

汉、南通和盐阜地区的知识青年，也有

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青年知识

分子和南洋归来的华侨，还有从部队调

来的学员。

一位位知名作家、艺术家丘东平、许

晴、贺绿汀……一批批热血青年王海纹、

方青、田川……从各地奔赴盐城。他们

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用生命和热血在苏

北大地谱写下光辉的诗篇。

1941 年 2 月 8 日，华中鲁艺在盐城

举行成立大会和开学典礼。刘少奇、陈

毅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师生努力

工作、刻苦学习，做坚持抗战的文艺尖

兵。华中鲁艺的院址，设在离新四军军

部泰山庙东边不远处的兜率寺。刘少奇

兼任院长，曾任皖东津浦路西省委书记

的彭康兼任副院长。全校学员合编为一

个军事大队。学校设文学、戏剧、音乐、

美术 4 个系，后又增设普通班。为服务

部队和宣传抗战，华中鲁艺在创办的当

月底就成立了由戏剧系和其他各系有戏

剧特长的学员组成的实验剧团；成立了

一个以音乐系为主，吸收其他系有音乐

特长的学员参加的合唱队。此外，学院

还成立了诗歌协会、木刻协会、文学协会

等社团组织。

因敌情时有发生，学院始终处在战

斗状态，野外课堂则成了学院规律性的

教学场所。当时部队的粮食供应非常困

难，只有在麦收和秋收季节才能吃到大

米和面粉，其他时节则以玉米、高粱为

主。如遇上敌人“扫荡”，师生经常饿着

肚子与敌人周旋。当然，盐阜地区水网

密布，并不缺鱼虾河蚌等鲜活水产，学习

和战斗的间隙，抓鱼摸虾改善生活成了

师生们的一大乐趣。生活虽然艰苦，但

师生们以苦为乐，革命热情高涨。只要

敌人远去，学院作息时间还是以军号为

准，每天早上只要起床号一响，师生就立

即起床，跑步出操。为了适应战斗需要，

紧急集合是常设军事课目。听到号令，

师生必须按要求打好背包，立即带上行

装出发。

为培养学员成为有革命理想的文艺

战士，学院开设有《论持久战》《社会发展

史》《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课程。

除了教授们的课堂讲学，刘少奇、陈毅、

黄克诚、洪学智、张爱萍等，也时常前来

学院给师生作报告。

华中鲁艺诞生在抗日烽火中，教学

与实践皆为抗战服务——文学系办校

刊、出墙报，办《大众报》；美术系办《民

众画廊》，刊发宣传抗战的漫画、连环画

等 ；戏 剧 系 、音 乐 系 的 实 验 剧 团 、合 唱

队，把创排的节目带到军民大会的会场

演出。当时，华中鲁艺排练演出了许多

高品质的舞台剧。师生们改编或创作

的《皖南一家》《王玉凤》《惊弓之鸟》等

剧目，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

日真反共的面目。他们演出的《黄河大

合唱》《太行山上》《怒吼吧，长江》《勇敢

队》等气势磅礴的大合唱，鼓舞了军民

的抗日斗志。文学系创作的《新翻版》

《汪逆之泪》，揭露了汉奸卖国贼的丑恶

嘴脸。美术系创作了一大批以宣传反

投降、反“扫荡”、减租减息、参军参战等

为主要内容的版画、漫画、宣传画。这

些活动丰富了军民的文化生活，激励了

军民的抗敌信念，也使得师生在实践中

得到锻炼提高。

一支坚强的战斗队

1941 年 皖 南 事 变 后 ，面 对 严 重 形

势，中国共产党仍然以大局为重，在军

事 上 严 守 自 卫 ，在 政 治 上 坚 决 反 击 。

中共中央军委于 1941 年 1 月 20 日发布

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从这一年开

始 ，新 四 军 在 华 中 敌 后 的 抗 日 游 击 战

争 ，进 入 了 受 日 、伪 、顽 夹 击 的 严 重 困

难时期。华中鲁艺跟随军部参加了对

敌斗争。

7 月的一天，日、伪军发动对苏北抗

日 根 据 地 盐 阜 地 区 空 前 规 模 的 大“ 扫

荡”。陈毅要求第一、第三师协同作战，

来对付日、伪军的“扫荡”，他率军部及直

属队在盐城外围隐蔽指挥。

经 研 究 决 定 ，全 院 师 生 分 为 两 个

队：一队由院部、文学系、美术系组成，

随军部转移；二队由音乐系、戏剧系和

普 通 班 组 成 ，由 学 院 教 导 主 任 丘 东 平

负责。

23 日 傍 晚 ，二 队 师 生 从 陶 家 舍 出

发，准备去往盐城以西楼王庄一带。午

夜，他们到达北秦庄，趁着夜色就地宿

营。次日凌晨，二队师生突然遭配备重

武器的日、伪军包围。战斗打响，丘东

平 临 危 不 惧 ，指 挥 师 生 突 围 ，不 幸 中

弹。年轻的华中鲁艺教导主任、战地作

家 丘 东 平 牺 牲 了 。 鲜 血 染 红 了《茅 山

下》的 手 稿 ，也 染 红 了 他 身 下 的 土 地 。

1926 年入党的丘东平，参加过澎湃领导

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后到上海活动，是

以笔当戈的“左联”著名作家；再后来，

他加入新四军，成长为革命队伍中的政

工干部、战地作家。除了丘东平，还有

许晴、王海纹等 30 多位师生在战斗中壮

烈牺牲。他们的牺牲，是华中文艺抗战

力量的重大损失。

北 秦 庄 遭 遇 战 后 ，中 共 华 中 局 和

新 四 军 军 部 决 定 改 建 华 中 鲁 艺 ，调 部

分 学 员 到 战 斗 部 队 和 地 方 工 作 ，留 下

的 师 生 组 成 军 、师 两 个 鲁 迅 文 艺 工 作

团 。 其 中 ，新 四 军 政 治 部 的 鲁 迅 文 艺

工 作 团 主 要 由 音 乐 系 、美 术 系 部 分 师

生 组 成 ，共 120 余 人 ，团 长 为 何 士 德 。

第 三 师 鲁 迅 文 艺 工 作 团 主 要 由 文 学

系、戏剧系部分师生组成，有 80 余人，

团 长 为 孟 波 。 在 此 后 的 战 斗 岁 月 里 ，

两个鲁迅文艺工作团排练演出了沙地

导 演 的《新 四 军 进 行 曲》；苏 联 十 月 革

命 节 的 时 候 ，第 三 师 鲁 迅 文 艺 工 作 团

赶排了苏联话剧《持枪的人》。1942 年

春 节 ，第 三 师 鲁 迅 文 艺 工 作 团 又 演 出

了由沙地编剧导演的《人牛太平》。活

跃在苏北地区和新四军部队的鲁迅文

艺工作团，受到军民热烈欢迎。

1942 年底，因日、伪军对盐阜地区

发动第二次大“扫荡”和“精兵简政”政策

的实行，鲁迅文艺工作团随即解散。然

而，华中鲁艺培育的革命文艺种子，遍撒

苏北、华中大地。贺绿汀、莫朴、孟波等

教授奔赴延安，其他大部分师生分配到

各师。华中鲁艺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

师生创作的文艺作品和实践，在宣传抗

战、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奋斗在新的战场

1943 年春，反“扫荡”胜利结束，第

三师鲁迅文艺工作团的部分同志集中起

来，成立了第八旅文工队。当年秋，第八

旅文工队就演出了阿英根据郭沫若《甲

申三百年祭》改编的五幕历史剧《李闯

王》（又名《闯王进京》）。后来，华中鲁艺

的洪明洛、陈亚夫、陆苏、陈志良、方徨

等，分别成为各县的文工团干部。部分

华中鲁艺学员作为年轻干部被送往延安

抗大、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延安自然科

学院继续上学。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员多是来自

延安抗大、延安大学、延安党政军单位

的年轻人，以及各抗日根据地、各抗大

分校和华中鲁艺选送的年轻学员。进

入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原华中鲁艺的学

员 ，后 来 成 长 为 建 设 新 中 国 的 人 才 。

还 有 一 些 学 员 留 在 了 晋 察 冀 军 区 工

作；有的随部队前往东北，参与了解放

东北的战争。

从苏北到西北、华北，再到东北，都

有华中鲁艺年轻学员干部的奋斗足迹。

他们有些牺牲在了辽沈战役的战场上；

有些进入东北航校，成为飞行员，后来参

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还有不少华中鲁艺

的学员成长为音乐家、戏剧家、画家和教

育家；还有的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成

为相关行业领域的骨干。

精神基因在传承

诞 生 在 硝 烟 战 火 中 的 华 中 鲁 艺 ，

不 仅 以 文 艺 为 武 器 投 入 血 与 火 的 战

斗 ，更 用 鲜 血 与 信 仰 谱 写 了 铁 军 精 神

的壮丽篇章。为继承和弘扬华中鲁艺

红 色 基 因 ，1958 年 盐 城 地 区 行 署 决 定

复 办 盐 城 鲁 迅 艺 术 学 校 。 1992 年 ，经

上 级 部 门 确 认 ，盐 城 鲁 迅 艺 术 学 校 为

华 中 鲁 艺 的 继 承 者 。 此 后 ，当 地 院 校

进行调整、合并，建成的盐城幼儿师范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下 设 二 级 学 院 鲁 迅 艺

术学院。

走进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就能感受到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学校

建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铁军艺苑”“红

色画廊”“华中鲁艺陈列室”，成立有木刻

传习社、鲁艺青年队、鲁艺合唱团、鲁艺

宣讲团等 10 多个社团……

学校创排的音乐剧《华中鲁艺记》，

以激荡人心且具地方特色的旋律、跌宕

的故事情节，展现了华中鲁艺的战斗风

采。作品取材于华中鲁艺历史上最悲

壮的一页“北秦庄遭遇战”，以丘东平、

许晴、王海纹等华中鲁艺师生的英雄事

迹为原型，讲述了他们怀揣报国之志，

以文艺为武器，在硝烟中成长、战斗的

故事。

华中鲁艺虽然存续时间不长，但其

在抗战文艺史和教育史上的意义深远：

它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推动了抗日宣

传，其精神至今仍通过教育传承与红色

文化作品延续。

华中鲁艺：一支抗战文艺尖兵
■朱冬生

华中鲁艺戏剧系学生排练节目。 作者供图

华中鲁艺旧址——兜率寺。 作者供图

原本无名的洞穴

只因红军机枪连埋伏在这里

弹孔睁着眼，警惕地注视着

山下的风吹草动

战士用脊背抵住洞穴的獠牙

将柔软的血肉留在寒风中

碉堡藏在喀斯特的褶皱里

每个身躯都是凝固的瞭望哨

90 年了，栈道凌空生长

观景亭的飞檐与碉堡缺口

与那年的春天重叠

曾为军人，我轻轻踮起脚尖

生怕惊扰这寂静的深处

因为我坚信，在这红军洞前

有子弹壳正在发芽

山下的万亩油菜花

正整装待发

漫过所有射击的点位

那些被花香覆盖的原野

依然保存着冲锋官兵的体温

当春风漫过白沙镇的平坝

整座山峦便轻轻颤动

我和诗人们写下

开满鲜花的诗行

白沙河红军桥

那年，血色渡口在下坝深深扎根

水面在急促的行军中摇曳

脚步声如刀

划破三月的风

地图上，赤水河突然调头

高高的桥拱，收拢坠落的星辰

担架员用肋骨抵住桥栏

电报员将命令敲打成钢刀

桥洞咽下惊雷

激流反复擦拭桥身

从此，白二湾桥成了红军桥

阳光把倒影沐浴成另一座拱桥

如同一颗永不锈蚀的红星

闪耀在人们的心中

两岸的油菜花绽放

这条曾经少有人走的路

如今汇聚着往来瞻仰的人群

脚步声声，如春笋般

轻轻地从桥上走过

古蔺白沙红军洞（外一首）

■王耀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