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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时晓 (1909-2002)，原名姚
治孝，笔名时晓、剑秋，浙江吴兴
（今湖州人），戏剧家，中共党员。
曾读过私塾。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著有选集《棋局未终》《左翼戏
剧运动大事记》，独幕剧剧本《姊
妹们》《炮火中》《林中口哨》《闲话
江南》《原形毕露》《租界里的冬
天》《竞选》等。

人物介绍

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到延安前

姚时晓1909年生于浙江吴兴。少
年时期在故乡读私塾。1924年后，在
上海中华书局当印刷厂工人，1933年
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之后到北平，

担任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编导。1936年
入党，并开始发表作品。

延安时期

1937年抗战爆发后，姚时晓随北
平学生移动剧团开始在全国进行抗战
巡演。1938年秋到延安，姚时晓自幼
没有进过新式学校，只是在私塾里念
书，所以学习愿望十分强烈，希望留在
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到达延安的第
一天，鲁艺的教师吕骥和张庚就邀请
他去鲁艺任教而不是当学员，于是，姚
时晓就成为鲁艺的戏剧系教员。

当时正值鲁艺第二届学员分配结
束，准备招考第三届新生，姚时晓参加
了新生招考工作，招生 30余名。1939
年夏，由于国民党军包围边区，鲁艺由
副院长沙可夫带领一批师生前往晋察
冀建立鲁艺分校，留下的实行精简，姚
时晓兼任表演课程。他通过一些演出
活动、事后总结的方式，让学员从实践
中学习。为使表演和导演功课经常
化，姚时晓又试行边排练边讲解的方
式，加强针对性，学生排演了多个话
剧。1939年实验话剧团成立。实验剧
团的工作常常是与戏剧系的教学结合
在一起的，但剧团的主要任务是编演
新戏，组织晚会。他们与戏剧系双管
齐下，继续保持了鲁艺建校初期话剧
演出颇为频繁的局面。演出《日出》
时，由姚时晓挑选了部分学生参加排

演，取得了成功。从剧团成立到 1939
年底的一段时间内，鲁艺实验剧团和
戏剧系演出的 20余个话剧中，姚时晓
参与编剧和导演的有《游击队的母亲》
（王震之编剧、姚时晓导演）、《林中口
哨》（姚时晓编剧、张庚导演）、《今天》
（姚时晓编导）、《棋局未终》（姚时晓编
剧、张庚导演）、《闲话江南》（姚时晓编
导）等多部作品。其中比较出色的剧
本，是戏剧系教师姚时晓创作的独幕
剧《棋局未终》。作品表现的是在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的重
大题材。剧作者以比较娴熟、巧妙的
构思技巧，把舞台上正在进行的一盘
象棋对局，与暗地里悄然展开的一场
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有机地融合为
复杂微妙的戏剧冲突，并在这一过程
中塑造了个性鲜活的人物形象。

1940年，鲁艺第四届学员开学后，
姚时晓带领文学系的 3个学生到绥德
专区吴堡县深入生活。从农村回来
后，鲁艺的教育方针开始实行提高的
方针走向正规化、专门化，加强了马列
主义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的必修课，戏
剧系相应地提高了实验话剧团和平剧
团的演出质量，话剧团排演了外国古
典名剧，如果戈理的《结婚》、契诃夫的
《求婚》、包戈廷的《带枪的人》等，姚时
晓都有参与。他还学习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

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邀请鲁艺

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员何其
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
杨家岭谈话。当毛泽东听说剧作家姚时
晓曾在上海做过十多年工作，就说他“是
个老工人了”。接着毛泽东问他在农村
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姚时晓说，看
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作（指《红
灯》），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
见过，怎么能懂？毛泽东表示，问题不在
这里。让他们多到农民中去，了解了农
民，农民也了解了他们，他们的戏农民就
能看懂了。之后，他们又谈了很多关于
延安的光明与黑暗问题，追击敌人和救
护伤员的关系等问题。谈了一整天。这
次谈话使姚时晓很受震动。

5月，姚时晓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
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两次讲话，指
出了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片面提高的
偏向，之后又在鲁艺讲话。会后，姚时
晓与鲁艺师生一起开展秧歌运动。

离开延安后

抗战胜利后，姚时晓随南下工作
队南下，先后任南下支队政治部文工
队队长，中原军区政治部文工科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时晓任上
海作协副秘书长，上海剧协秘书长、常
务副主席，中国文联常委，中国剧协第
一、二、三届常务理事。

2002年，姚时晓逝世于上海。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高慧琳）

姚时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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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延安十三年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中央几次召
开政治局常委会，确定东征的行动方
针和计划。1936年 1月 17日，中共中
央在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
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

首先，张闻天代表常委提出彭德
怀、张浩（林育英）二人到政治局工作，
会议通过。接着毛泽东作关于目前行
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会议决定：2月

东征山西，中央随军行动，领导人有毛
泽东、彭德怀、张闻天、张浩、凯丰；周
恩来、博古、邓发留在后方组成中央
局，周恩来任书记。

1936年 1月 19日，毛泽东、周恩
来、彭德怀签发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
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
令》（《毛泽东年谱》）。1月26日，毛泽
东、周恩来离开瓦窑堡，28日到达红一

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延长县城。31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团以上
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宣布组建“中国
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指
挥，毛泽东任政委。会后，毛泽东、彭
德怀率军到达清涧袁家沟村，时值冬
季，陕北普降瑞雪，逶迤起伏的群山白
雪皑皑，蔚为壮观，毛泽东激情澎湃，
在白育才家的小炕桌上写下了著名的
词作《沁园春·雪》。

2月 18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
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
会联合发出《东征宣言》，发出“为实
现抗日，渡河东征”的战斗号令。从
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便开始
了东征。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
于 3月 20日至 27日在山孝义县大麦
郊附近的上贤村（今属交口县）、隰县
石口、石楼县罗村和四江村等地举行
了扩大会议（通称为晋西会议）。晋
西会议使全党全军更加明确了党的
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与斗争目
标，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政治和军事战
略思想，并对中共中央由“抗日反蒋”

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起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了《停
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红军于当日全
部撤回河西，东征结束。75天的东征
战役，红军转战 30多个县，歼敌 7个
团，俘敌 40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武
器弹药及物资；扩充红军 8000余人，
筹款 40万元，帮助地方建立了党群组
织和游击队，壮大了红军力量，宣传了
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的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发展，并把抗日种子撒在了山西的大
片土地上。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红一
方面军）东进山西后，红二十八军在阎
锡山部调防时机，收复了吴堡等被占
地区，并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恢复
与扩大了神府根据地。3月 31日，红
二十八军也渡河参战。4月 14日，在
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红二十八
军军长刘志丹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不
幸中弹牺牲，时年34岁。

（石和平 供稿）

东 征
（1936年2月20日—5月5日）

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0日至27日在山孝义县大麦郊附
近的上贤村（今属交口县）、隰县石口、石楼县罗村和四江村等地举行了扩大
会议（通称为晋西会议）。晋西会议使全党全军更加明确了党的抗日统一战
线的战略方针与斗争目标，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政治和军事战略思想，并对中
共中央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罗鑫）建设全域活态博物馆、推进
重点文博区建设、提升博物馆功能品质……北京市文物局日前
公示《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2035）》（征求意见
稿），听取公众意见，公示期至3月18日。

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35年，北京实现每 10万人拥有 2座
博物馆，各类博物馆总数量超过 460座。根据北京城市空间结
构，搭建全域活态博物馆的空间框架。

根据征求意见稿，北京将引导新建博物馆的选址与重点文
博区的布局相适应，推动城市建成区在城市更新进程中引入博
物馆功能。结合传统胡同、历史街巷的更新，建设社区博物馆、
街巷博物馆、胡同博物馆，力争北京老城每个街道至少拥有一
座社区博物馆。

与此同时，建设博物馆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提高供给能
力。鼓励应用科技赋能，提供智慧导览、数字人讲解等沉浸式
新型互动体验。鼓励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开发博物馆数字文化产品，推出一批数字文化 IP。

北京公开博物馆之城建设蓝图

河北尚义发现中国北方万年文化史最新实证

2月19日，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道卷子村村民在村头巡回
表演“背芯子”。

当日是农历正月二十九，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道卷
子村举行“背芯子”表演，吸引了许多群众前来观看。“背芯子”
是背杆用特制的铁架子绑在背者身上，上端站有四五岁的儿
童，按照故事内容扮成不同的人物。背者加上上端儿童高达三
米多，随着鼓点踏着碎步进行表演。 新华社发 汪艳 摄

“背芯子”表演闹社火

致社会各界朋友：
延安市新区开发公司开发建设的延安新区上林华府

住宅小区二期D10#楼沿街底商目前已具备销售条件，现
对外公开销售，具体销售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位于延安新区（北区）上林华府东北角，与北医

三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一路之隔，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利，周边基础配套设施齐全。

二、销售面积：
销售面积：10#楼沿街底商共三层，面积总计1145.54㎡，

（其中：负一楼432.11㎡，一楼354.23㎡，二楼359.2㎡）。(最
终面积以实测报告为准)

三、销售价格及方式：
10#楼沿街底商公开销售，竞价起始价负一楼为

12074元/㎡，一楼为17249元/㎡，二楼为12074元/㎡，竞价
加价幅度为100元/㎡/次。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3年 02月 21日 8：00-2023年 02月 27日

18：00，共7天。
2.地点：延安新区房产置业服务中心三楼B-311室。
五、报名须知：
1.报名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公司营业执照并缴纳 50

万元竞价保证金（仅支持刷储蓄卡）。
2.具体竞价时间另行通知。
3.如竞价不成功，竞价保证金将于15个工作日内无息

退还。
六、咨询电话：0911-8888081

延安市新区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1日

延安新区上林华府住宅小区二期
D10#楼沿街底商公开销售公告

东征红军骑兵部队东征红军骑兵部队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 杜一方 高博）国家文物局2月15
日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 5项重要考
古成果。河北尚义四台遗址第一、二组遗存初步判断为一支新
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考古的重要突破。它为
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典型、直接的证据。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赵战护介绍，四台遗址是一
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面积约 15万平方米，考古发现房址
40多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多件，可以区分为年代
不同的五组文化遗存。其中，第一、二组包含旧石器时代向新
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存。

第一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10400年至10000年，发现6座近
方形半地穴房址，出土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骨角器以
及动物骨骼等，陶器有筒形罐、板状器等。第二组文化遗存年
代距今 9200年至 9000年，发现 4座近方形半地穴房址，出土陶
板状器、石研磨器以及较多骨针、骨锥等。

赵战护表示，第一、二组文化遗存地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
续，成组房址实证了中国北方地区目前已知最早定居村落，展现
出人类生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流动性栖居到新石器
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发展转变。细石器工业继承自泥河湾盆地
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连续性，
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证据。

通过对第一、二组文化遗存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动物骨骼
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 15个万年左右和十多个 9000多年
的系列测年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