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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克
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人物介绍

曾克（1917—2009），女，原
名曾佩兰，曾用笔名田木峦、海
牟、一可，河南太康人。延安文
艺界抗敌协会专业作家（曾参
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中央
党校第七支部书记，第二野战
军新华社野战记者团记者，西
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重庆、
云南、四川文联及作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文联及作家协会领
导小组成员（党组成员），中国
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全国第
一届政协代表，全国文联第一、
二届委员及作家协会理事。

著有中篇报告文学《在汤
阴火线》《挺进大别山》《在战斗
中》《走向前线》，报告文学集

《铁树开了花》《光荣的人们》
《计划及其他》《刘伯承传》（大
别山部分），短篇小说集《新人》

《前仆后继》《第十四个儿子》，
散文集《遥寄祖国的孩子们》

《曾克散文集》《水晶般的心》
等。

到延安前

曾克 1917年 4月 4日生于河南太康
县城内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5岁
即入母亲办的私立初级小学读书。
1927年后，曾克在开封第五小学和第一
小学读高级小学。1929年至 1936年，在
开封私立北仓女子中学读书。曾克沉
迷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同时从父亲和
老师楚图南、柯仲平那里接触到新潮杂
志《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
和新文学及国外的文学作品——盲诗
人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梅特林克的
《青鸟》和苏联的小说，积极参与成立学
生会、出墙报、办读书讲演会，讨论社会
进化史、大众哲学和妇女解放问题，开
始发表诗歌与散文，后来自己又自办墙
报《五只手》。

1935年冬，响应北平“一二·九”抗日爱
国学生运动，曾克积极参加开封大学中学
学生的罢课、卧轨、请愿运动，被学校勒令退
学。翌年春，曾克在楚图南、罗绳武、冯素陶
等老师的帮助下到上海江湾私立“腾佩福
幼园”担任保教员，同时参加上海共产党文
委的外围组织“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并在
法租界萨坡赛小学当代课老师。1937年，
曾克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师范专修科。同年

“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事爆发后，她参加了
大夏大学地下党组织的“大世界难民收容
所”的服务工作，不久她回到河南大学借读，
同时投入开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参加
学生演剧队，同大夏大学的同学柯岗和黎
辛创办救亡刊物《争存》半月刊。

曾克先后在魏伯组织的河南学生救
亡演剧队，接着即投入有共产党活动的
国民党部队从事民众工作，随部队开赴
抗日前线。在东北军 181师学兵队和第
五战区臧克家组织的文化工作团从事文
艺宣传。这期间，她结识了东北作家于
黑丁并结为伴侣。1938年，他们一同到
武汉，在李辉英等作家的帮助下开始发

表和出版作品。她的处女作散文《战斗的
心曲》就发表在武汉《大公报》副刊“战线”
上，接着出版中篇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
受到好评。不久曾克又发表了另一部七万
余字的中篇报告文学《在战斗中》。这部纪
实作品是作者跟随部队踏遍河南战区十几
个县的所见所闻所思的结果。

1939年曾克来到重庆，参加全国文艺
界抗敌协会，并任教于私立复旦中学，参加
文艺界、中苏友好协会、东北流亡总会的抗
日宣传活动，为“上海孩子剧团”的团员补
习文化课。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她在武汉、
重庆和香港的《妇女生活》《自由中国》《抗
战文艺》《大公报》《文学月报》《新蜀报》《文
艺阵地》等报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及话剧
共计三十多万字，为当时文坛所关注。

延安时期

1940年冬，经周恩来、邓颖超介绍，曾
克与于黑丁一同奔赴延安，在延安文艺界
抗敌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使她
明确了作家创作的目的性，从此再没有离
开过战斗生活，同年6月她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到延安之后，曾克和于黑丁在生活、
感情上不断发生矛盾，导致这一对战火烽
烟中相爱的夫妻离异。

从 1941年开始，曾克多次到中央研
究院参加该院举办的俄语、马列主义学习
班学习。整风运动中还到中央党校一部
礼堂听毛泽东等人讲话。

1943年夏，延安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党
校合并，以中央研究院为基础成立中央党
校三部，曾克从“文抗”转入中央党校三部
学习，先编入第四支部，后与李沅、胡朝芝
等组建党校三部托儿所，建立第七支部，
任支部书记。

离开延安后

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克和于黑丁一

起奔赴晋冀鲁豫太行山根据地。她独
自带着孩子，到基层人民中生活和写
作。在太行，她任晋冀鲁豫文联理事、
《北方杂志》编委，还到北方大学文学系
宣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的精神。曾克边深入生活，边从事
创作，在太行山深处左权、武乡、长治、
邢台等地活动，创作结集为《新生命的
检阅》（后改《新人》）、散文集《光荣的人
们》出版。

1947年春，曾克参加野战军，在野战
军新华总社任随军记者，进入大别山后，
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到岳西县二区发动
群众，支援野战军。这时，她创作了报告
文学《挺进大别山》。之后，曾克又参加了
淮海战役、渡长江战役、解放大西南。
1949年9月，曾克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野战军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文代
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全国文协（即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曾克转业到地方；1950
年与河南同乡、上海大夏大学同学——第
二野战军新华社记者柯岗结婚。自1950年
至1978年，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
委员及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
和中国作家协会一二三届理事、四川省文
联和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云南省文联副主
席。她在担任党和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中利
用一切机会到工厂、边疆、海防部队深入生
活，创作了不少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
同时又完成了一些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

文化大革命中曾克的全部作品遭
禁。1978年，曾克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恢
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小组党
组成员。参加中央军委组织的《刘伯承传
记》编写工作，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
家、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
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艺术委
员会顾问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和
《中国风》杂志社长、主编。

（延安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慧琳）

500多件珍贵文物，穿越历史长河，跨
越千山万水，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北京，与中
国国家博物馆的文物相映生辉，共同演绎
一场文明对话。

正在中国国博举办的“意大利之
源——古罗马文明展”为中意两国文明交
流架起一座新桥梁，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
馆馆长斯特凡纳·韦尔热近日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说：“文明之间的交流绝对必要
且源远流长，这正是这个展览所展示的精
神。”

精挑细选“有意义”

作为今年中意文化和旅游年的重头项
目，“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旨在
系统反映意大利半岛实现政治和文化统一
的历史进程，展现意大利文化渊源的丰富
多彩。

身为意方策展人，韦尔热介绍说，展览
吸引意大利多家博物馆直接参与和大力支
持，大家克服了许多困难，精挑细选馆藏送
展。

据了解，本次送展的不少考古发现和
艺术巨作此前从未在意大利境外展出过，

有些甚至从未离开过所属博物馆。例如，
罗马国家博物馆藏品“祭拜玛尔斯、维纳斯
和西尔瓦诺斯的圣坛”，就是首次离开意大
利出境巡展。祭坛上刻浮雕讲述了著名的
罗马建城传说“母狼育婴”。

韦尔热说：“我们认为，以中意文化和
旅游年为契机，向中国民众展示意大利的
历史，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据了解，“古罗马文明展”开展首周就
有超过 2万名观众参观，一个多月来已接
待约10万名参观者。

文物对话架桥梁

在韦尔热看来，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展
现中西方文明互鉴交流的绝佳场所。“中国
国家博物馆在展示东西方文化多样性上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这里我们可以感知
不同历史时期带给我们的丰富思考。”

以展品青铜雕塑“胜利之翼”为例，韦
尔热说，意大利和中国的青铜制造方式有
所不同，而观众在这里能同时欣赏中意两
国的古代青铜器，“对比了解中西方不同的
青铜制造技艺，这就为展览增添了吸引
力”。

这样的中意文物对话远非首次。近年
来，中意两国在文化领域一直开展广泛的
交流合作，仅中国国家博物馆就与意大利
文博界合作举办了7次展览。

201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21家意
大利博物馆及国内17家博物馆办展，参展
文物中既有中国在“丝绸之路”中的见证
物，也有受到中国元素影响的西方物品，包
括中国和意大利在航海中使用的罗盘、针
碗、航海图、船只模型，以及青铜器、瓷器、
玻璃器皿和充满西域风格的唐代陶俑等。

互信合作促友谊

据中方策展团队介绍，多年合作经验
促进了中意两国在文化交流领域的互信，
这次“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成功
举办已超越馆际交流，成为中意两国深厚
友谊的见证。

据了解，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503
件文物来华之旅没有意方文物工作人员陪
同，中途还需转机。中方策展团队成员何
书铱说，文物从意大利启运后，中方策展团
队全程跟踪航班信息，彻夜未眠，直到展品
到达北京才放下心来。

中意双方前期进行了细致的沟通协
调；在布展的过程中，意方通过视频全程监
督开箱、点交和布展的过程，记录了大量的
影像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件雪
花石材质的珍贵文物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损
坏，中意双方文保人员通过视频讨论，合作
修复了这件文物，使得它能够在中国与观
众见面。

中方策展人潘晴告诉记者，正是基于
双方在长期合作中建立起来的信任，意方
才会放心地通过这种新模式把如此丰富的
珍贵文物送到中国展出，“这充分体现了意
大利文博界对中国国家博物馆专业水准的
肯定”。

韦尔热表示，“意大利之源——古罗马
文明展”是意中双方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
与合作的象征。他希望未来有更多意大利
人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搭建更多
沟通桥梁，共促意中友谊。

潘晴说，通过文化交流，中外博物馆之
间建立起理解和信任，不同地域的人们得
以探寻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同时也从新
视角看到各自文明的独特之处。“未来的中
外文明对话和交流一定会更精彩。”

由一群平均年龄70多岁的老街坊主演的话剧《龙
城凤事》，8月初在香港葵青剧院公演，将数十年前九
龙城居民的生活境况呈现在舞台上，引起了年长观众
的共鸣，也增加了年轻人对香港一段特殊历史的认
识。“这种演绎方式很有味道。”港人许先生说。

回忆里的城市变迁

“在九龙城住，天未亮就听到飞机声。”这是 79岁
的薛秀英在剧中的一句台词，也是她和很多九龙城老
街坊的共同回忆。三四岁时薛秀英随家人从内地移
居香港，初期一家人居住在邻近启德机场的九龙城西
头村。

见证了时光流转的薛秀英，与另外十多位长者一
起参加了“社区口述历史戏剧计划——九龙城区”，她
们当中最年长者已经82岁。虽然并非专业演员，但演
起戏来有板有眼。

自2009年起，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携手香
港知名剧团和一些地区组织合办“社区口述历史戏剧
计划”，旨在推广社区艺术发展和鼓励长者积极参与
文化艺术活动。剧团将长者们的口述历史材料撰写
成剧本，并由长者们亲自演出，在舞台上呈现香港各
区的今昔变迁。

《龙城凤事》以九龙城为主题，由本地慈善组织仁
济医院和香港明爱旗下的长者中心负责招募演员，恰
好是全女班。

曾有“三不管”地带之称的九龙城寨，是九龙城区
历史重要的一块。晚清时期，九龙城寨是军事防卫要
点，最初名为“九龙寨”，后来加建了城墙和瞭望台，于
1847年正名为“九龙寨城”。二战时期，香港被日军占
领期间，城墙被拆毁。二战之后，大量多层楼宇在没
有监管下在城寨中兴建，人们习惯把这地方称为“九
龙城寨”。城寨人口越来越密集，卫生环境恶劣，常年
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启德机场隆隆的飞机起降场景，曾是薛秀英最难
忘的记忆。启德机场曾多次扩建，以配合香港空运业
的高速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的国际货运
吞吐量达全球之冠。而比邻机场的九龙城，依旧驻留
在旧时光中。

随着位于大屿山赤鱲角的新机场落成并于 1998
年 7月启用，启德机场完成其历史使命。飞机降落启
德机场前贴近稠密的楼房低飞、急转弯的画面再不复
见。

城寨里的苦乐年华

薛秀英、霍宝莹和王美莲在剧中担当主要角色，
她们由读书、结婚，到寻找自我价值、发展个人事业，
这些人生节点都与九龙城有着无形的关联。

“当时家里没有自来水，要用井水，没有抽水马
桶，要找人倒夜香（粪便），没有电灯，要点煤油灯。”过
往的生活对薛秀英来说，仍历历在目。

72岁的霍宝莹在剧中演绎了她的少年时光。她
介绍，九龙城有很多地道美食，她最爱吃的是路边鸡
和煲仔饭，在九龙城寨附近有好几家店的路边鸡做得
特别好。

“我很喜欢看戏，而我在九龙城有很多故事可以
分享，所以参加了这计划。”70岁的王美莲回忆说，以
前在九龙城，母亲一边与亲友打麻将一边聊家常。这
个场景，也被还原在了话剧舞台上。

直至 20世纪 90年代，城寨改建成了九龙寨城公
园，园内保留了改建期间被掘出来的文物，包括刻有

“九龙寨城”的花岗岩石额以及城墙残存的墙基等。
园内也设有展览馆，介绍城寨改建前居民的生活和风
貌。

让老故事“发新芽”

踏上舞台前，参演《龙城凤事》的长者需接受剧团
提供的戏剧训练，由讲对白时的腔调、眼神，到台上走
位等都要从头学起。

“这次演出很严格，每个细节都很讲究，多谢导演
的包容，有时忘了对白，大家会互相提醒，整个过程很
开心。”薛秀英说，最初是因为好奇而参加口述历史戏
剧计划，结果学了很多新知识，大有收获。

剧团高级驻团戏剧导师邱瑞雯是《龙城凤事》的
编剧、导演。过去多年，她通过“社区口述历史戏剧计
划”带领长者进入戏剧世界，同时借戏剧艺术鼓励社
会多关怀身边的长者。

邱瑞雯说，口述历史戏剧让年长观众缅怀昔日情
怀之余，尊重和展现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价
值，增加了年轻观众对老一辈人生活的了解，从而对
长者多一份关心。

过去十多年，该计划先后在香港多个地区推行，
每个剧目都充分展现各区的特色——港岛中西区的
都市场景；“香港后花园”的西贡之美；观塘地区由荒
芜到繁华的时代变迁……

王美莲认为，像《龙城凤事》这样富有人情味的口
述历史戏剧，拉近了不同年龄香港人的距离，让人们
彼此多了一份了解与共情。

中意文博合作为文明交流架桥梁
新华社记者 马骁 贺飞 罗鑫

老街坊以历史戏剧
演绎九龙城今昔
新华社记者 张雅诗

● 演员在排练话剧《龙城凤事》（7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