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企 霞 （1913—
1988），原名陈延桂，浙江
鄞县人，作家，著有评论
集《光荣的任务》，小说

《狮嘴谷》《血的旗子》《一
个碾米厂的毁灭》《星夜
曲》等，散文《狼叫》等。
2008 年，其遗作《企霞文
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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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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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延安前

陈企霞1913年10月23日出生于
浙江省鄞县一个破产的小商人家庭，
自幼生活贫困。他从小喜读古典文
学作品，小学毕业后，1925年考入宁
波甲种商业学校读书。1927年离开
家乡外出谋生，先后当过银行练习
生，布店店员和其他杂工。

因为爱好文学，陈企霞1931年开
始发表小说、散文。次年，他来到上

海。在通信中，陈企霞认识叶紫，到
上海后与叶紫共同创办无名文艺社，
出版过《无名文艺旬刊》和《无名文艺
月刊》。1933年，陈企霞在《无名文艺
旬刊》发表第一篇小说《梦里的挣
扎》，次年在《文学季刊》一卷四期发
表的小说《狮嘴谷》。此外，他也写过
评论文章，但数量不多，一直未结集
出版。同年，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在沪西郊区从事工农教育，加入
共青团。之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两次被捕，1935年出狱后从事救亡工
作，在店员、教师中组织进取社、读书
社和救国会，主要从事革命活动。

抗战爆发后，陈企霞转向内地宣
传抗战。

延安时期

1940年初，陈企霞与夫人郑重一
起从重庆奔赴延安，在中央青委宣传

部工作，主要负责编写《青年字典》。
他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编辑，并与李
锐、童大林、于光远、许立群、王若望
等创办了壁报《轻骑队》，刊登诗歌、
散文、漫画、快板书等，陈企霞为编委
之一。该刊每周一期，贴在大砭沟路
口的墙上，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该
刊还随时报送中央领导，毛泽东对它
很重视，认为问题提得很尖锐。后
来，一些领导觉得它在暴露批判与颂
扬的尺度把握上不够准确，编辑部受
到批评，壁报停刊。

1941年春，陈企霞经李又然介绍
结识丁玲。当时，丁玲正在筹组《解
放日报》文艺部，陈企霞随后调《解放
日报》副刊部协助丁玲编《解放日报》
文艺副刊。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
长陈云找陈企霞谈话，了解他在上海
被捕的情况。不久，陈企霞得到通
知：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 1933年 12

月算起。
1941年4月19日，边区文协在桃

林公园组织了一次文艺月会“春花野
餐会”，由丁玲、萧军、舒群主持，欢迎
从国统区新来到延安的文化人，包括
陈企霞、郑重夫妇。

1942年 3月 7日，陈企霞想到第
二天是“三八”妇女节，为了纪念这一
节日，他找到已经辞去主编职务的丁
玲约稿。第二天一早，丁玲就交来
《“三八”节有感》，经陈企霞之手编
辑，后刊登在 3月 9日的《解放日报》
文艺版上。与此同时，陈企霞还分两
期刊发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后遭
到批评。

1942年5月，陈企霞参加延安文艺
工作座谈会。毛泽东亲手签发的会议
邀请书和代表合影，陈企霞一直珍藏
着。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他把照
片捐献给杭州大学中文系，80年代把

毛泽东的邀请信捐赠给现代文学馆。

离开延安后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企霞参加华
北文艺工作团，于 1945年 9月 20日出
发，奔赴冀中张家口开展工作。文工团
下分文学、戏剧、音乐和美术4个组，陈
企霞是文学组组长。文工团40多人，8
月24日在桥儿沟鲁艺门前合影留念。

不久，华北文工团并入华北联合
大学，陈企霞转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
文学系主任，参与编辑《北方文化》
（成仿吾主编）、《华北文艺》（欧阳山
主编）等刊物。1949年，陈企霞随部
队来到北京，之后在周扬和沙可夫领
导下筹备全国文代会。会后，他担任
全国文联副秘书长、文协秘书长。不
久，陈企霞又与丁玲、萧殷一同筹办
《文艺报》，先后担任《文艺报》副主
编、主编。

1952年，陈企霞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后，担任中国作协第二、四届理事。

1955年，陈企霞因“丁玲、陈企霞
反党集团”受到错误批判，他不服，表
示抗议，并提出《陈述书》。1956年 6
月，中宣部宣布“丁玲、陈企霞反党集
团”不能成立，给丁玲、陈企霞摘去

“反党集团”帽子。1957年“反右”时，
陈企霞又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被
送到河北唐山的柏各庄农场劳动。
1959年，陈企霞要求离开农场，经中
国作协党组同意，杭州大学副校长林
淡秋愿意“接收”陈企霞，遂前往该校
中文系任教。但在“文化大革命”中，
他仍遭受了劫难。

1979年，陈企霞冤案得到平反。
落实政策后，他全家重返北京，他也
回到了文学工作岗位上，并受邀参加
了被称为“新时期春天”的第四次文
代会。恢复名誉后，陈企霞担任中国
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后调入北
京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民族文学》
杂志主编。1987年离休。

1988年1月16日，陈企霞病逝。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高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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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本白浜电（记者 姜
俏梅）位于日本和歌山县白浜町的
休闲乐园“冒险世界”17日举办仪
式，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任命在

“冒险世界”生活28年之久的旅日雄
性大熊猫“永明”为“中日友好特使”。

今年30岁的“永明”是目前在
日本最高龄的大熊猫，同时创下在
饲养条件下自然繁殖的大熊猫最
高龄纪录。1994年“永明”从中国
来到日本，在“冒险世界”繁育了
16只大熊猫幼崽。

仪式上，薛剑向“冒险世界”乐
园园长今津孝二转交了任命状。

薛剑在致辞中说，今年是中日
邦交正常化 50周年，也是大熊猫
首次访日50周年。大熊猫作为中
日友好的象征，为促进两国人民友

谊、发展两国关系发挥着独特作
用，希望更多日本国民借助大熊猫
构筑起的中日友好纽带，对大熊猫
的故乡中国感到亲切。

和歌山县知事岸本周平在书
面致辞中表示，缘于“冒险世界”与
中国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
长年友好合作，今年1月和歌山县
和四川省缔结友好省县关系，今后
和歌山县将继续发展因“永明”而
结缘的日中友好关系，竭力促进日
中交流。

“冒险世界”乐园本月15日宣
布，明年2月“永明”将和它的双胞
胎女儿“樱浜”“桃浜”一同被送返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届时
在“冒险世界”生活的大熊猫将剩
下4只。

旅日大熊猫“永明”
被任命为“中日友好特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