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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追寻艾黎窑洞
张占勤

提起路易·艾黎，许多人

都知道他是一位诗人、作家、

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一位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中国

工合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但却

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在陕西凤

县双石铺生活过多年，至今那

里还有一处艾黎窑洞。

70 多年前，英国记者乔

治·何克在他的著作《我看到

了一个新的中国》中这样写

道 ：在宝鸡以南约 100 公

里陕甘川三省交通大动

脉的秦岭腹地，眼尖的

旅行者会发现远处山坡

上有几孔窑洞，那就是

“艾黎窑洞”。

一个春日的午后，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与

几位朋友一起拜访了艾

黎的窑洞故居。现在站在

嘉陵江畔，你想一眼看到

窑洞已经不可能了。双石

铺林立的高楼挡住了

你的视线。可是，当

你在大街上游览

观光时，就会发

现“艾黎路”的

路牌。沿着艾黎

路，你会毫不费

力地找到艾黎

的 窑 洞 故 居，

它静静地掩映

在一个叫柏家

坪的山坡上。

艾黎当年

在创办工合之

初，就将自己

仅存的一点积

蓄几百美元寄

给了双石铺工

合组织，要求在

这里为他盖间

房子。艾黎没有

家，他经常来双

石铺这个工合

中心，他的居处

只不过是一个带

有壁炉的单间

宿舍。现在我

们看

到的中间两孔相通的窑洞，那

是艾黎的卧室和办公室，最西

边的是何克养子的卧室。艾黎

卧室旁边是厨房，窑洞冬暖夏

凉，在那个物资匮乏、冬天只

能靠火盆取暖的年代，这无疑

是最实用的住所。

午后的阳光直射进窑洞，

屋里顿时显得温馨而又别致。

我们在窑洞里默默地移动着

脚步，看着艾黎和何克的照片

和画像，靠近窗户的墙上还挂

着老照片。在这孔窑洞里，还

能看到当年艾黎他们使用过

的炊具，熏黑的窑洞顶还残

留着那个年代的气息。走出窑

洞，不远处就是嘉陵江，滔滔

的流水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

着艾黎和何克先生在双石铺

的创业史。

从 1939 年开始，艾黎断

断续续地在这里住了 6 年时

间。在工合运动的后期，他将

这里作为自己真正的家。他的

处境使他的许多外国朋友大

为不解，很多朋友出于好心，

想来“改造”艾黎这个家，想让

艾黎能和当年在上海工部局

任职时一样，过上体面风光的

日子。可是这些人最后都黯然

离去，有些人竟然说 ：“那个

可怜的艾黎，已经沦落为流浪

中国的白人穷鬼了。”还有的

外国人给他们的国内朋友写

信说 ：“艾黎的家太原始了，

太简陋了，这里没有门铃，也

没有门环。那些可爱的中国人

可以随便地进进出出，就像自

己的家里一样。”

不管别人怎么说，艾黎

始终是一个乐天派。在这孔

窑洞里，艾黎的日常生活是

什么状况，我们不妨听听与

他朝夕相处的何克是怎么说

的吧 ：“只要学校不上课，

他的窑洞里总是挤满了学

生。他们中间有看画报杂志

的，有问这问那的，有跟着留

声机哼唱歌曲的，有撑着艾

黎的肩膀练跳鞍马的，有被

艾黎提着双脚练倒立的，有

光着屁股靠近炉子取暖的，

有让艾黎灌肠剂的。更有甚

者，有的还揪着艾黎腿上的

汗毛，拧他的大鼻子。艾黎常

说 ：‘哪儿的孩子都一样。’

艾黎从不肯承认，在窑洞地

面上活蹦乱跳的跳蚤，是从

学生们洗澡时脱在地上的衣

服里蹦出来的。”

窑洞不但是孩子们的乐

园，还是双石铺工合运动的

见证者。在艾黎的带领下，双

石铺建立了机器、制革、纺织

等 17 个合作社，他们的合作

社不但为前线制作军毯，而

且能够制造枪支。艾黎他们

在嘉陵江畔安装了水力发电

机，使双石铺第一次使用电

灯照明。在双石铺，他建立了

工合小学、幼儿园、招待所和

工合医院，周恩来夫妇两次

赴重庆，还曾住在工合招待

所里与艾黎交流。抗战期间，

艾黎从这里出发多次赴延

安，三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在这里，他还会见了毛泽东

派来的刘鼎、陈康伯、黎雪等

人，他们一起讨论工合的发

展和未来。在这里，艾黎用玉

米棒子蘸蜂蜜来招待英国科

学家李约瑟，并筹划培黎学

校的搬迁大计。

这几孔窑洞见证了艾黎

辛酸的历史。国民党特务一

直监视艾黎，把他当作危险

人物。艾黎因为在东南支援

新四军，被国民党第三战区

司令长官顾祝同宣布为东南

区不受欢迎的人。一次他通

过宝鸡益门镇公路检查站，

国民党警察认为艾黎从延安

带来了“危险物品”，竟然搜

查了他的所有行李。1942 年

9 月 21 日，就在这孔窑洞里，

他收到重庆发来的电报，国

民政府撤销了他的职务。后

来他才知道，撤销他职务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与共产党

秘密交往”。1943 年 8 月 19

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向国

民党凤县政府发出密令 ：“外

侨艾黎，形迹诡秘，即交由新

镇长秘密监视，并电报中央

设法调离该地。”

由于当时严峻的政治形

势，艾黎最终决定将学校从凤

县双石铺迁往甘肃省山丹县，

电影《黄石的孩子》（原本应该

是“双石的孩子”，由于种种原

因，误为“黄石”）讲述的就是

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1944

年冬日的一天，第一批 33 名

学生离开了双石铺，一路上寒

风刺骨，滴水成冰，他们翻山

越岭，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

难，终于在 12 月 25 日到达了

山丹县。何克带领的最后一批

学生则是在 1945 年 1 月 10

日出发的，经过长途跋涉于 3

月上旬到达了山丹县。如今，

艾黎窑洞已经成为凤县文物

保护单位，县委、县政府还在

窑洞旁边兴建了中国工合纪

念馆。据考证，艾黎窑洞是目

前中国工合运动历史文物中

唯一的不可移动的文物。同

时，它也成为中国工合运动的

一种精神象征。

诗人臧克家曾经说过 ：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

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路易·艾

黎就是这样一位永远活在中

国人民心中的外国朋友。艾黎

从 30 岁时来到中国，直到他

90 岁去世，整整 60 年的时间

都在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操

劳，始终为中国的穷苦百姓奔

走。1983 年艾黎诞辰 86 岁

之日，诗人臧克家写了一首

诗，题目是《给路易·艾黎》，

我想用这首诗作为本篇文章

的结尾 ：

五十多年前，您把自己的
祖国，

撇在千里万里之外，
踏上了中国苦难的大地。
想当年，黑暗像铁板一块，
使人透不过气。
是您，是您呀，
凭着热情和正义，
凭着手里的一支大笔，
把中国人民的呼声，
传遍当世！
您和我们并肩战斗，
含辛茹苦，千万座难关，
也挡不住您勇敢的脚步！
您走着，大踏步地走着，
和我们一道走到了胜利。
您满头的银丝，
就是条条战斗的记忆，
您抖擞的精神，
透露出内心的欢喜。
尊敬的艾黎同志，
半个世纪里，
您写下了一千首诗！
诗篇里充满了激情，
和中国大地，
和中国人民的革命，
热乎乎地凝结成一体！
路易·艾黎同志！
……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本报讯 “百年历程，

一路前行/ 如星星之火，

愈燃愈红狮惊醒，努力跃

进/ 荒芜扫净，换来华夏重

生……”日前，我市词曲作

家雷天德在宝鸡市职工文

联音乐家协会原创音乐群

里发了一首颂党歌曲《风雨

兼程》。在原创音乐群里，还

有词作家马惠娟创作的《一

路辉煌》、词曲作家刘振民

创作的《百年风华梦飞扬》、

严肃创作的《一诺千年永不

变》、李雪晶创作的《让我告

诉你》等作品。据悉，这是市

职工音协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举行的“学

党史、唱红歌、写红歌”系到

活动的一部分。

今年以来，市职工音

协积极配合我市党史学习

教育，在广大音乐爱好者

中 开 展 了“ 学 党 史、唱 红

歌、知使命、报党恩”活动。

自 3 月份以来，已组织词

曲作家举办学党史写红歌

作品专题研讨会，组织音

协会员在市区吾悦广场举

办了“缅怀先烈 礼赞英

雄”专场文艺演出，目前正

在积极筹备庆祝建党一百

周年专场歌会。我市词曲

作家更是全身心投入创作

之中，严肃在《一诺千年永

不变》中写道:“你从漫漫

长夜中走来/ 冲破黑暗/

把光明洒向人间/ 你向枪

林弹雨中冲去/血染征程，

前仆后继勇当先/ 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你一心为民，

一诺千年永不变……”大

家把对党的热爱之情凝聚

笔端，一字一句地打磨歌

词，酝酿旋律，争取创作出

最好的歌曲，为建党百年

献礼。        （闫宝才）

金台区陵辉村 ：

特色文化墙
生动又形象

近日，笔者走进金台
区金河镇陵辉村，一面面
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主
题鲜明的文化墙，让人眼
前为之一亮。

据了解，陵辉村将
乡 村 文 化 墙 作 为 宣 传
乡风文明的有效载体，
充分利用壁画、墙体绘

画等表现形式，将群众
喜 闻 乐 见 的 内 容 展 现
在村民面前。前来观光
的 不 少 市 民 对 这 种 充
满 了 乡 土 气 息 的 文 化
墙赞不绝口，文化墙已
成 为 扮 靓 美 丽 乡 村 的
一道靓丽风景。 

             （毛丽娜）

翰墨颂伟业
符浩书法作品入围建党100周年全国书法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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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荟萃

符浩正在创作

本报讯 镂空屏风轻掩，一

杆竹笔落墨。阳光透过窗棂洒

在书房的角落，映着阵阵墨香。

近日，笔者在陈仓区西大街浩

然堂书院见到了我市书法家符

浩，他刚刚创作完成了 582 字

的行书书法作品《革命的“黑狮

子”史可轩》，这是他用笔墨向

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符浩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

代，是一位朝气蓬勃、富有激

情的青年书法家。他毕业于中

国美术学院山水专业，现为陕

西省青年书协副主席、宝鸡市

书协副主席、陈仓区书协主

席。符浩的书法作品曾荣获第

二届、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等奖项 20 余次，入展全国第

九届、第十届书法篆刻展，入

展全国第五届、第七届楹联书

法大展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中国文联、中国书

协将举办“伟业 ：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书法大

展”。经专家组评审推荐，符

浩被选定为本次展览第二篇

章“崇高信仰”的入围作者，

收到组委会入围通知后，符

浩按照组委会要求，开始挖

掘革命历史，探寻革命先烈

事迹，并以此进行主题创作。

经中国红军长征史料收藏专

家顾克美推荐，选定了咸阳

三原县具有代表性的革命先

烈史可轩作为创作素材。

今年 3 月，符浩前往咸

阳三原县采集素材，搜集革命

先烈史可轩的革命事迹进行

主题创作。完成素材收集工作

后，符浩热情撰写了 582 字的

文章《革命的“黑狮子”史可

轩》，这篇文章通过了专家组

评审。按照通知要求，符浩对

582 字的文稿进行了书法创

作，转化为书法作品。笔者看

到，符浩的这件书法作品富有

感染力，于灵动中见朴拙，笔

墨挥洒中尽显雅致。

目前，书法作品《革命的

“黑狮子”史可轩》已创作完成，

并向专家审读组提交了作品。

         （毛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