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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建勇

1937年8月，一个由北平学生组成的移动剧
团来到济南。

一个月前，“七七事变”爆发。因津浦铁路北
段被破坏，大批流亡者取道天津，乘轮船至青岛，
再经胶济铁路到济南，转津浦铁路南下。北平学
生移动剧团即是其中之一。

剧团辗转到济南

这个剧团是遵照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
敬的指示，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组织成
立的。

“七七事变”之后，黄敬指示：“北平已非久留
之地，除留校做工作的，北平学生中的党员、民先
队员和进步力量大部分都要撤出北平，到全国各
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鉴于抗日中心将由北平
移至上海，黄敬让剧团先到上海，取得公开身份
和活动经费，然后在河北、山东一带开展救亡工
作。当时河北、山东已成为抗日前线。

这个剧团的成员尽管当初并不起眼，但新中
国成立后大多数人成为文化界、演艺界或政界的
精英———

荣千祥，后改名荣高棠，时为清华大学学生，
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国家体委秘书长等职。

张瑞芳，时为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学生，
民先队员。后成为著名电影演员，2007年获第16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终生成就奖。

张楠，张瑞芳的姐姐，时为中国大学学生，党
员。新中国成立后在《红旗》杂志社工作。

陈荒煤，左翼作家，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文
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此外，还有杨易辰(时为中国大学学生，党
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王拓(时
为中国大学学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司
长)、管平(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体委工作)、方深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电部技术改进局局长)、程
光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长春市副市长)等成员。

1937年8月7日，荣高棠、张楠、陈荒煤、张瑞
芳、郝龙(后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乘坐从北平开出
的第一列火车去天津，打算乘船赴上海。流亡学
生在船上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不料，船到
烟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张楠建议取道青
岛，改去济南，得到大多数同学的响应。

张楠的三舅在胶济铁路青岛机务段工作，
“民先队”总负责人李昌(时为清华大学学生，新
中国成立后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荣高棠、张楠
代表同学们向他求助。他帮忙找到了一节车厢，
挂在前往济南的货物列车后面。

大明湖畔创作《打鬼子去》

8月的济南，汇聚了成千上万的平津流亡学

生。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成立了“济南平津流亡同学
会”，负责接送和动员平津流亡学生参加抗日工作，
并设立“民先”驻济联络站和山东省救亡促进会。

“济南平津流亡同学会”把他们安排在大明
湖附近的一所中学住下。随后，荣高棠立即给黄
敬发信，告之剧团的行踪。陈荒煤则开始创作《打
鬼子去》。这部作品是他坐在砖头上就着长凳写
出来的。由于太过投入，常常废寝忘食，剧本没几
天就写成了。张瑞芳则凭着记忆把《黎明》、《放下
你的鞭子》的脚本整理出来。

几天后，杨易辰、方深、郭同震、庄璧华、管
平、王拓、程光烈等成员也相继到达济南。他们受
邹韬奋《战地移动剧团》报道的启发，将原“农村
服务宣传团”改名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

“农村服务宣传团”是1937年7月15日成立的，
荣高棠任党支部书记，党员有杨易辰、张楠、程光
烈，不过当时处于保密状态，以至于陈荒煤1938
年到了延安之后才知道剧团里有党组织，而自己
因为在剧团始终和党组织接不上头苦恼了一年
多。陈荒煤早在1932年就已入党。

接到荣高棠信件的黄敬，很快就派北京大学
的江凌秘密送来了组织关系，转给了负责接洽党
员关系的任仲夷(1980年-1985年任广东省委第一
书记)。剧团怎样尽快取得合法身份，仍然是生存
下去的首要问题。黄敬带话给他们：等团员到齐
后赶紧去上海。

战时的铁路运输很不正常，他们在济南等了
好多天，也没有等到去上海的火车。正在这时，济
南铁路局为流亡学生发了一趟去南京的专列，他
们便决定到南京去。

那天的济南火车站，南下的学生很多。荣高
棠担任大队长，他奔前跑后，指挥同学们上了火
车，却让自己的剧团发扬风格，上了挂在火车最
后面的一节运牲口的敞篷车。

当时，张楠身上藏着黄敬写给五个人的介绍
信。信是用油纸裹成一支细纸棒，塞进一支半空
的牙膏筒里。

家世显赫的张家三姐妹

到南京后，他们打听到黄敬介绍的五个人
中，只有沈钧儒在南京。沈钧儒，著名爱国民主人
士，曾任民盟中央主席。1936年5月，与宋庆龄在
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1月，被国民
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荣高棠、张楠找到他
时，他刚于7月底出狱。

受黄敬之托，沈钧儒把他们介绍给国民党中
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邵力子把他们介绍给教育
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又把他们介绍给教育部次长
张道藩(1930年曾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务长)。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剧团在南京国立戏剧
专门学校作了首场演出。邵力子、陈立夫、张道藩
等人前来观看。演出大获成功，张道藩决定把他
们纳入教育部属下的剧团，没想到被他们婉言谢
绝。他们请求到山东，理由是：同学们都是北方
人，留在南方宣传恐有语言障碍。再者，山东、河
北离家近，仗打完了好回家读书。而真实原因则
是：黄敬交代要回到华北地区活动。

尽管张道藩很不高兴，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的
请求，同意剧团赴山东活动，归山东省教育厅领
导。当时的教育厅长是何思源(抗战胜利后任山
东省政府主席)。

在南京期间，剧团成员又增加了姚时晓(时
为中共党员，戏剧工作者)、张昕(张瑞芳的妹妹)
和胡述文(时为中国大学学生，民先队员)，全团人
员共15人。

在准备回山东前，荣高棠、张楠分别与沈钧
儒、张道藩辞行。当张道藩得知张楠的父亲是陆
军中将张基时，有些吃惊。

张基，北伐战争开始后，任第一集团军中将
炮兵总指挥。在1928年4月的徐州战役中，因无法
率部如期到达上级指定地点饮弹自尽。北伐战争
结束后，第一集团军总指挥部在南京为张基举行
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特
地送来“精神不死”的挽幛。

张道藩恳切地对张楠说：“像你们这样的家
庭，就应该赶紧回家继续读书啊！你这么一个年
轻的女孩子，带着两个妹妹这么跑，多危险！”张
楠说：“家已经让日本人占了，要回去，我们还出
来干吗！”张道藩哪里会想到，这位有着显赫家世

的女学生，竟然是一名共产党员。

韩复榘允许剧团巡演

9月底，剧团到达济南。何思源将其改名为
“山东省教育厅移动剧团”，由张道藩派来的钟志
青(后来方知是中统特务)任团长。何思源承诺，剧
团所需经费由教育厅负责，每人每月生活费20
元，办公费实销(后改为每月200元)。

就在这时，途经济南的黄敬悄悄来到剧团驻
地——— 山东民众教育馆，得知剧团有了合法身份
和经济来源，他很满意。黄敬还给张家三姐妹带
来了三件丝棉背心。这是三姐妹的妈妈精心缝制
的，上面还绣着各自的名字。三姐妹倍感温暖，又
增添了些许牵挂。

鲜为人知的是，张家在北平的大宅院，是当
时中共北京市委的秘密办公地点。三姐妹的母亲
(原名杜健如，后改名廉维)也是一位革命工作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拍摄的电影《母亲》，就是以她为
原型创作的，主演则是她的二女儿张瑞芳)。

移动剧团在山东省民众教育馆作了首场演
出。之后，在省政府礼堂演出时，省府主席韩复榘
也来了。

看了演出，韩复榘非常满意，立刻下了一道
命令：允许剧团在山东境内整个第三集团军巡回
演出。韩复榘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此后，剧团辗
转山东各地，特别是军营一带，演出了《放下你的
鞭子》、《打鬼子去》、《反正》、《林中口哨》、《花子
拾炸弹》等十几个剧目，鼓舞军民积极投身抗战。

和军队的接触也有意外。一次演出后，剧团住
在周村职工学校，刚好碰到一批从前线退下来的
散兵。这些散兵看到女大学生，顿时来了精神，几
个人鬼鬼祟祟地徘徊在门口。见事不好的荣高棠
和杨易辰出来阻拦，没想到那些士兵反而更来劲
了。荣高棠急中生智，赶紧把张家的背景散布出
来，才阻止了一场灾祸。还有一次，几个军官要求
剧团将女学生嫁给他们。荣高棠知道讲道理是没
有用的，只好还是把张家的背景亮出来，那些人一
听立刻说，原来是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啊！冒
犯，冒犯。尽管张氏三姐妹父亲已逝，但余威犹存。

“流浪”中呼吁战斗

为剧团在军队驻地活动方便，团长钟志青拿
来空白胸章说，军衔可填少校、上尉。程光烈字写
得好，就由他填写胸章的姓名和军衔。他们戴上
胸章，果然进出城时不再受阻拦，行动自由多了。

令剧团成员没想到的是，因为所谓的“军衔”
问题，他们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说是投靠国
民党参加特务组织。而剧团成员郭同震后来的身
份似乎为此提供了佐证。郭同震，就是后来的谷正
文。1955年，旨在谋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爆炸事件，就是他参与策划的。“文革”中，剧
团的人不止一个因他受到追查。不过，当时在剧团
的郭同震，尚是一名充满热血的爱国青年。

在济南，剧团工作了三个月，演出数十场，还
录制了抗日歌曲，通过电台播向全国，用稚嫩的
声音，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剧团经常移动，移动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
乘火车、坐大卡车、步行、间或骑马。战时乘火车
不需买票，能挤就挤上去。路上大多住在学校，打
地铺。有时住在可观天象的陋室；有时住在舞台
的后台；有时住在破火车厢里……

转眼到了秋冬季节，济南的天空越发冷峻。
日军铁蹄沿津浦铁路，一步步向济南逼近。1937
年9月24日，沧州陷落；10月3日，德州陷落；11月上
旬，攻至黄河以北地区。

11月15日下午，日军开始向济南北10公里、
黄河北岸鹊山进攻，6时占领，随即进行灭绝人性
的屠杀。当天傍晚，为阻止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
韩复榘下令炸毁了泺口黄河铁路大桥。

12月27日，济南沦陷。听到这个消息时，剧团
正在曹县。接着，泰安失守、济宁失守，河北、山
西、察哈尔相继沦陷……他们就在这接连失守的
消息中度过了1937年的最后一天。

诀别难舍同志之情

济南沦陷后，剧团撤退到徐州，并在此遇到了
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充满感情地对他们说：“看见你
们，我心里很难过。日寇进攻北平时，我听从上峰的
命令没有抵抗，一直感到有罪。外界人对我有误
会……砸开我张自忠的骨头，要是有一点不忠的话，
算我对不起中华民国……将来，我一定战死沙场以
明心迹。”1940年5月，张自忠在襄樊会战中为国捐
躯。让剧团成员印象最深的是，观看《烙痕》时，大
滴的眼泪从这个倔强勇猛的将领脸上落下来.。

此后，剧团转战于河南、安徽等地。1938年8
月底，根据中共长江局委员董必武的建议，剧团
全体成员赴延安休整。董必武还给八路军西安办
事处写了介绍信。

在这个小小的剧团里，国共两方面的力量始
终在暗中较量。何思源曾希望剧团北渡黄河回到
山东去。一直以来，何思源希望这些年轻人能真
的成为他们队伍中的一员，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这些年轻人提出要到西安去。

在郑州分别之际，何思源慷慨地送给剧团
400元钱做路费。多年以后，在改换了门厅的北
京，作为高级统战对象的何思源见到了中共高级
干部荣高棠，谈起那次分手，何思源说：“怎么样，
我当时对你们还是不错的吧？”他还说，他知道他
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西安，而是延安。

人各有志，何思源没有强求。在“最后的晚
餐”上，大家开怀畅饮，何思源醉了，钟志青哭了，
大家都哭了。即使明天是敌手，今天也是同志；即
使分属两个阵营，此刻也有难舍之情……

剧团从1937年7月成立，到1938年10月奔赴延
安，一年多来，他们走过了两万多里的漫漫旅程。
这段战火中的青春岁月，被作家严平用浪漫的笔
触，写成了《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一书。

1937年9月-12月，一个由北平学生组成的剧团转战山东，宣传抗战。后来，他们有的成为国家精英，如著名演员张瑞芳、著名作家陈陈荒煤、中共高级干部荣高棠；

有的走向反面，如参与策划谋杀周恩来的军统特务谷正文，不过当时的他尚是一名热血青年。他们因抗日救亡并肩战斗斗，却因信仰不同分道扬镳。

山东1937：来自北平的抗战剧团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冯心如

正所谓“无戏楼则庙貌不称，无戏楼则观瞻
不雅”。在我国古代，戏楼往往是整座庙宇格局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济南老城区悠悠老街的掩映中，坐落着一
幢木质架构的古戏楼题壁堂。作为升阳观的一部
分，题壁堂也曾是济南热闹非凡的古戏楼。

梦会吕祖建神庙

自省府东街出发，沿西公界街向北走上百余
米，就到了升阳观、题壁堂所在的寿康楼街。西侧
的升阳观正殿已修复完毕，庄严雅静，香火缭绕。
正在修复中的题壁堂，虽被满满的脚手架遮住了
本来的面目，但高大门楼上的砖雕、彩绘依稀可
见，沧桑历尽，风韵犹存。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科科长艾楠介
绍，升阳观总建筑群占地3750平方米，是为供奉
神话人物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建的庙宇，故又称

“吕祖庙”。
吕洞宾虽在八仙中排行不是老大，但在八仙

之中，吕洞宾的名声却是最响的。因为他行踪不
定，经常在人间济世度人，被视为维护一方百姓
安居乐业的神仙。所以，供奉吕洞宾的吕祖庙各
地都有，仅济南过去就有三处，位于寿康楼街的
升阳观就是其中的一处。

吕祖庙始建于金代。明末，济南知府樊时英
重修吕祖庙。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在吕祖
庙西院又修建了一座大殿，名为升阳观。此后，吕
祖庙渐渐被人们称为升阳观。

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化研究中心副主
任姜波告诉记者，升阳观原来是座由大门影壁和
三间东西厢房正殿围成的四合院，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调查济南古建筑时曾单独调查过升阳观，
1993年升阳观仅余正殿一座。正殿为三开间一殿
一卷硬山结构，造型稳重而富有变化，它大屋脊

为七架梁，卷棚为四架梁，进深共四间，殿内梁枋
绘有精美的彩绘，山墙上还嵌有明末济南知府樊
时英书写的吕祖像赞等石碑。

关于升阳观的由来，有这样一段传说。八百
多年前的一天，金人元好问在太原街头闲逛，一
个长须飘洒、身背宝剑的道人突然上前，邀请他
一同饮酒就餐。元好问生性好交友，自然不加推
辞。推杯换盏中，两人谈得甚是投机。道人自我介
绍说，他就住在天下闻名的趵突泉边、大明湖畔，
那里景色宜人，并邀元好问一同前去游历。元好问
答应说，将来有机会一定前往，与道人临泉对饮。

数年后，元好问恰好调到济南任知县，乘兴
游览趵突泉、大明湖等地。此时，他早已忘记了先
前与道人的约定。游玩之余，他在泉边小憩，迷迷
蒙蒙中看见当年的长须道人走到跟前问他：“太
原一别，已经这么多年了。你是不是已经忘了我
们当初的约定，为什么到了我的家门还不来和我
见面叙旧呢？”元好问诚惶诚恐，正想答话，不料
猛然惊醒，这才想起当年和道人相约一事。他起
身，赫然发现旁边的墙壁上吕洞宾的画像正是当
年在太原见到的长须执剑道人。于是，元好问出
资在济南趵突泉、大明湖畔修建了吕祖庙。

在济南民间，元好问梦会吕洞宾的故事已流
传了千百年，后代诗人也多有题咏。如明代诗人
王象春曾赋诗曰：“回老犹能恋此乡，远时相约近
时忘，黄粱未熟人生醒，可是泉香是米香。”

仙人题壁名此堂

升阳观东侧的题壁堂，修建于清嘉庆八年
(公元1803年)。“题壁”二字的得来，颇有渊源。

相传，康熙十八年升阳观大殿落成后，住持
道士刘道长忽见一道人影进入新修建的大殿内。
道长进入大殿查看，并无一人，但见大殿左侧墙
壁上留有墨迹未干的七言律诗一首：

“曾否方年旧酒楼，松亭水色静悠悠。熏风日
跻蓬莱岛，筇仗常经此地游。世法须从身上想，机关
宜向个中求。离离青草会心处，何事浮生空白头。”

刘道长根据“木石道人”的署名和诗的意境，
疑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所为。

到清嘉庆八年，吕祖庙东侧建堂馆时，墙壁
上的字迹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雨已变得模糊不清，
为便于传存，抄录刻于石碑上，并为堂馆取名“题
壁堂”。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张景堂等人
捐资对题壁堂扩建，并在整个建筑群的西南角新
建了学堂。自此，吕祖庙分成了升阳观和题壁堂
两处建筑，它们也成为古城内一处集正堂、戏楼、
大罩棚、道观、学堂等建筑为一体的，具备相当规
模的道教建筑群。

步入题壁堂，在脚手架与防护网的密集遮挡
下，题壁堂的真容难以统观，却并不妨碍记者感
受它的壮阔与精巧。艾楠告诉记者，由北往南，题
壁堂分为三个院落组成，第一个院落为大门、东
西倒座房；第二个院落为二门、东西抄手游廊、抱
厦、大堂戏楼；第三个院落由后寝殿、东西厢房、
东西耳房等组成，已经具备了现代戏院的使用功
能要求，虽历经200余年，其建筑形式和结构本体
保存完好。

在大厅中，记者发现，大厅由24根粗大红柱
支撑，东西两侧是两层看台。而这些柱子并非是
直通到顶的，一层大厅的柱子相比二层少而粗，
让空间显得更为空阔。

姜波说，这是宋元以后我国传统木构建筑中
“减柱法”格局的典型代表，通过减少部分内柱，
增加了建筑的室内空间。这种建筑模式，在山东
并不多见，存留至今颇为珍贵。

“由于题壁堂为木构架建筑，木材的坚固性
差，易被腐蚀，损毁较严重，修复起来也比较困难。
我们召开了一些研讨会，召集专家一起商讨。现
在，木构架施工基本完成，主要是更换了十二根檐
柱，对部分损毁金柱、童柱进行了墩接。”艾楠说，
对于题壁堂的修缮已有多次。1996年、2006至2007
年，由市财政拨专款对大堂、大门、二门、东西抄手
游廊进行了修缮，对大堂危险部位进行了简单的
加固。这次大整修是从2013年10月26日开始的，预
计到2014年9月30日结束，主要是对屋面和木构架
进行维修。后期还计划对后院进行整修。

门庭冷落忆繁华

作为升阳观的一部分，200多年来，题壁堂发
挥着诸多的功用，但人们知道的更多是它作为庙
会戏楼所拥有的繁华。

在题壁堂后院住了30多年的张先生告诉记

者，他听说，很久以前，题壁堂是科举的地方，是
考试的地方。在清朝末年时，是文人墨客聚集的
地方，各种文化交流、文艺演出日夜不绝。还有人
传说，清末梁启超曾在此发表演讲，孙中山曾在
此接见过国民党人士，甚至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
芳先生还曾在这里演出过。后来这里改为学校，
也曾作为教师的宿舍。现在，后院里仍住着几户
人家。

低矮的房屋、各种堆积的杂物，让题壁堂的
后院略显拥挤。刚下过雨，湿漉漉的地上青苔片
片，石榴树上硕果累累。200多岁的老院子，颓唐
中孕育着生机。

“我在这里住了50多年了，是最早住进这里
的居民。”76岁的杨育华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
后，题壁堂就一直是学校用地。之前是私立大明
湖小学，公办成为高都司巷小学的二分校，“我是
高都司巷小学的幼儿园教师，1962年从舜井幼儿
园调过来。”

据杨育华介绍，当时，题壁堂的东西屋、厢房
都是教室。大戏台子是大教室。南边东屋、西屋是
公办幼儿园。“当时房子很新，很干净。柱子、瓦都
很好，地是青石小方砖。后来，学校学生少了，教
室多了，就合校了。学校就让没有房子的老师住
到这里，最多的时候，这个院子住了11家。”

虽然房子时有漏雨，有的土坯房甚至被列为
危房，但和杨育华一样，院子里的好多老住户依
旧住在这里。对于题壁堂，他们心有纠结，既觉得
这么多年住习惯了，有些不舍，又期待着居住条
件能够得到改善。

告别了往昔的繁华，“门庭冷落”的题壁堂沉
淀为另样的“财富”。姜波说，题壁堂是山东省现
存规模最大的清代戏楼，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
值。它的修复，会让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加
熠熠生辉。

相传，康熙十八年升阳观大殿落成后，住持刘道长忽见一道人影进入新修建的大殿内。道长进大殿查看，并无一人，

但见大殿左侧墙壁上留有墨迹未干的七言律诗一首，疑是吕洞宾所为。吕祖庙东侧建堂馆时，遂取名“题壁堂”。

神韵犹存古戏楼

1937年，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济南慰问伤员 《打鬼子去》剧照，陈荒煤(中)、张瑞芳(左)、张昕(右)

题题壁壁堂堂二二门门北北立立面面

题壁堂彩绘 (朱立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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