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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与延安的缘分

□ 吴志菲

在著名诗人贺敬之家的书架上挂着一块小
手绢，那是一件旅游纪念品，手绢上印的是延
安宝塔山。延安，那是让贺敬之魂牵梦萦的革
命圣地。他深情地说：“我是吃延安的小米，
喝延河水成长起来的。”

“延安是我的第二生命”

1940年4月，贺敬之与3名同学相约到延安
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我不知道当时的想法怎
么那么强烈，一定要到延安去！”

奔赴延安途中，贺敬之写下了组诗《跃
进》，“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幕/猎人跃进在
深处/猎枪像愤怒的大蛇/吐着爆炸的火舌/而
我们四个，喘息着/摸索向前方……”

晚年，贺敬之回忆说：“到了那里，我才
吃到人生中的第一顿饱饭。到延安后，一切都
是新的，是火热的生活，真是春风扑面啊！”

到了延安，组织上并没有把他们安排在鲁
艺，而是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
院中学部上高中。贺敬之不甘于这样的安排，
携带自己在奔赴延安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
赶考鲁艺文学系。

考过几项之后，进入口试阶段。贺敬之记
得考官是文学系主任何其芳：“面试时，何其
芳就问现实主义是什么、浪漫主义是什么。这
我还能勉强说几句，后来他问我读过什么
书。”发榜那天，贺敬之连看都没有去看，认
为自己可能难以被录取。

让贺敬之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被鲁艺文
学系第三期录取了。后来他打听到，是何其芳

决定录取自己的。何
其芳说：“我看了他
交来的几篇作品，特
别是他的诗，他很有
写诗的感觉！”

“在延安，尽管
生活比较艰苦，学习
也比较紧张，可是总
觉得充实，有使不
完 的 劲 儿 。 ” 当
时，延安常有诗歌

朗诵会，贺敬之踊跃参加，他朗诵自己的诗，
也朗诵别人的诗。风华正茂的他，写出了一批
歌颂党、歌颂革命、歌颂根据地的诗歌。

当年，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以南泥湾为主
的大生产运动，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把
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鲁艺新秧歌
运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安博找到贺敬之，请他
创作一首关于南泥湾的歌曲。

贺敬之被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
动的热情感动，一气呵成，接到任务的当天便
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歌《南泥湾》：“陕北的
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满（呀）山/学习那南
泥湾/处处是江南/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
是模范……”《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
后方传唱开来，深深地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
国军民。

1956年3月，贺敬之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
年工人造林大会。贺敬之本打算写几篇报告文
学和新闻报道，但是大会要举行一个联欢晚
会，让他出个节目。贺敬之答应大家，将用信
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抒发一下感情。3月9日
夜里，他就在窑洞里面走着唱着，一边流眼泪
一边写，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感冒了，
嗓子哑了，便没有在晚会上唱。后来，陕西人
民广播电台的同志把诗稿《回延安》拿去广
播，随后诗稿又在《延河》杂志全文发表，感
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让贺敬之意想不到的
是，《回延安》这首诗一时传遍大江南北。

1982年冬，贺敬之第二次回延安。“当
时，党的十二大刚开过不久，为落实十二大精
神，我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到西安参加西北五省
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我顺访了延安。”看
到延安在“文革”后拨乱反正，在脱贫致富的
路上起程，贺敬之很是高兴，就写了一组诗。
返回北京的路上，他又创作了自己的新古体诗
《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印月，万里千回
肠。劫后定痂水，一饮更清凉。”诗中“印
月”“清凉”系双关，延安有清凉山、月儿
井，井上建有印月亭。

2001年5月，近77岁的贺敬之又一次踏上了
回延安的行程，参加陕西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
年会。面对那亲切的山坡窑洞、亲切的面容和
乡音、亲切的庄稼和黄土、亲切的蓝天白天，
头发已经花白的贺敬之感慨万千。这次回延
安，贺敬之被延安大学鲁迅文学艺术院聘为名
誉院长。

“延安对我来讲，就是我的第二生命。我
到延安的时候，不满16岁，我的自然生命，

也是小米饭把我养大的，我也是喝延河水长大
的。”贺敬之说，延安就像母亲一样，给了自
己无穷的力量。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才离开
延安。

创作《白毛女》累倒住院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毛
泽东在延安的讲话很快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一
个纲领性文件。在鲁艺未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
作者的强烈请求下，院长周扬出面请毛泽东来
给他们吃点“偏饭”。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毛泽东
到鲁艺又作了一个讲演，提出不要忘记广阔的
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向社会
学习，向群众学习，知识分子要放下架子。这
些讲话对鲁艺和整个延安的文艺界影响很
大。”谈到这个话题时，贺敬之的思绪仿佛又
飘回了那个激情荡漾的年代。

毛泽东主席站在篮球场中央，身穿带补丁
的旧军装，面前摆放着一张小桌，开始对鲁艺
师生讲话。这次毛泽东主席关于“小鲁艺”和
“大鲁艺”的重要讲话，是对他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说明和扩充。当天，
贺敬之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我搬个小马扎
坐在人群第一排”“学习了《讲话》后，我才
对‘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有了根本
的、系统的认识，并且开始自觉地改造自己。
‘文艺为什么人’，这是让我感触最深的。”
贺敬之曾回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
表后，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掀
起，此时的贺敬之更是积极地投身下农村、进
部队的锻炼中去，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
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民间小戏
和民间歌舞的了解和学习，为他以后的诗歌和
戏剧的创作风格与写作语言打下了深厚基础。

形成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毛仙姑”
的传说，通过多种渠道传到了延安，开始并没
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后来，周扬主张将
“白毛女”这一材料创作成剧目，鲁艺戏剧系
主任张庚让当时才20岁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
作。“我太年轻了，当时我
还不太敢接这活儿，担心写
不好。”

《白毛女》虽然有现
实的故事作为依据，但是

要把它转化为艺术作品，需要创作者具有深厚
的功力和艺术创造力。或许故事的有些情节与
个人的身世契合，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
时候，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喜
儿的悲惨命运变成密密麻麻的汉字挤在他的稿
纸上。贺敬之每写完一幕，作曲者就开始谱
曲，剧本刻成蜡纸油印，导演和演员试排试
演。当地农民观看了彩排，备受感动。后来，
专家们建议结尾处加一场重戏，但贺敬之由于
连夜苦战，身心俱疲的他累倒了，住进了医
院。这时，由编剧丁毅接过笔杆，写完最后一
幕“斗争会”。

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
演，时值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来了……贺敬之
这样回忆首演时的盛况：“演出时，我负责拉
大幕，我格外注意台下观众的一举一动。当戏
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时，我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起立鼓
掌……”

《白毛女》把西方歌剧艺术与中国革命历
史题材融合，采用中国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
吸收了戏曲音乐及其表现手法，在歌剧中国化
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被誉为民族歌剧的
里程碑。当年，延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飘荡
着《白毛女》中的《北风吹》《扎红头绳儿》
《我要活》等经典唱段的旋律。1950年，歌剧
《白毛女》被拍成电影。后来，又改编成芭蕾
舞。这部1940年诞生于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被
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久演不衰。贺敬之饱含
感情塑造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具有深远历史
影响。晚年，每次谈及《白毛女》，贺敬之总
要反复强调这只是“集体创作”，他本人只是
其中“普通一兵”。

真正的“新社会”已莅临神州

1949年初，北平解放，贺敬之随部队进
城。“那一年我有幸成为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代表，因为当时只有25岁，还很年轻，所以
对会议的全貌并不很清楚。当时，我还参加
了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和中国青
年代表团。”

同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
者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

召开，贺敬之参加了开幕式。“会议期间，我
亲眼目睹毛主席到场、周恩来总理作报告、
周扬同志讲话，内心非常激动。毛主席的讲
话很简短，却让艺术家们，不管是国统区还
是解放区来的文艺界代表，鼓掌欢呼，由衷
地激动。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给我印象很深，
尤其是其中有一段，他说：‘旧社会对于旧文
艺的态度是又爱好又侮辱。他们爱好旧内容旧
形式的艺术，但是他们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
侮辱他们。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
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
改造他们。’他把旧社会很多人瞧不起的艺人
看作人民艺术家。在新中国，艺术家的地位得
到了提升。”

会上，让贺敬之印象深刻的是感觉到文艺
力量的强大。“我有幸聆听了郭沫若、茅盾同
志的讲话。延安整风时期，郭沫若写的《甲申
三百年祭》是我们的整风文献。茅盾去过延
安，在鲁艺给我们讲过《中国市民文学史》的
课，他的作品在延安也有很多人读过。这次文
代会上，我还见到了周扬、艾青、赵树理、柳
青、何其芳等。在那个时候就感觉革命文艺队
伍很强大，有杰出的人才。”贺敬之说，在此
后的文艺发展中，第一次文代会的基本精神还
是继承和发展下来了。

这次文代会上，贺敬之当选为中华全国文
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和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
理事。

《回延安》《又回南泥湾》《放声歌唱》
《十年颂歌》《雷锋之歌》《三门峡歌》《桂
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这些作品
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曾经吸引过几
代人的视线，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这些
歌唱伟大时代、反映人民心声又具有鲜明的艺
术个性、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的诗章，
不但在贺敬之自己的创作道路上树起了可喜可
贺的艺术高峰，而且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也是
不可忽视的标志性的诗歌名篇。

贺敬之一路走来，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的
发展、壮大，见证着时代的更迭。今天，我
们再回望过往的岁月，那些饱含热情、理想
和信念创作的篇章又一次激扬响起。在他看
来，“白毛女”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旧社
会”已真正过去，真正的“新社会”已莅临
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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