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
月为雾季，这期间经常大雾弥
漫，日机空袭大为减少，重庆文
化界的进步人士连续几年利用
这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演出，
史称“雾季公演”。

■1941年至1945年的连续
四个雾季里，100多部宣传抗日
救国为主要内容的大型话剧在
重庆上演，开创了中国戏剧史
上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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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琪奥

“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
电！”1942年4月3日，重庆国泰大戏院舞台
上，一位身穿长袍的男演员挥举着双手，激
动地朗诵着。他充满激情的表演，赢得了一
次次热烈的掌声。

“这位男主演就是曾在2005年被评为
中国电影百位优秀演员之一的金山。”4月9
日，在位于渝中区中山一路抗建堂剧场的重
庆抗战戏剧博物馆内，红岩联线研究馆员刘
英指着墙上的一张《屈原》剧照说，当时金山
演出的这幕话剧，就是由著名作家郭沫若创
作的话剧《屈原》。

1942年，话剧《屈原》在国泰大戏院举
行首演后，轰动山城，重庆各报竞相报道公
演盛况。在它的助推下，由中共中央南方局
组织文艺界进步人士发起的“雾季公演”被
推向了高潮。

那么，南方局为何要开展“雾季公演”？
话剧《屈原》是怎样诞生的？“雾季公演”又是
如何开创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的？连日
来，重庆日报记者先后走访了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
址、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等地，并采访相关
专家，力图还原“雾季公演”以及话剧《屈原》
背后的故事。

为打破国民党的政治高压
“雾季公演”应运而生

时间回溯到1941年。
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在一次

会议上说：重庆近来像一座“死城”，把人民
压得喘不过气来，对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
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以打破国民党的政治
高压。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国内一些著名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知名
人士也先后汇聚重庆。一时间，重庆演艺界
名流荟萃，文艺演出空前繁荣。特别是1938
年和1940年，在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领
导下，当时在重庆的各大演出队和话剧团纷
纷走上街头，表演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
容的剧目，重庆的抗战文化氛围日渐浓厚。

但是，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
事变”，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国
共合作濒临破裂。之后，国民党又实施政治
高压，让大后方的重庆充斥着白色恐怖。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周恩来提出要打破
国民党的政治高压时，立刻得到了与会者的
一致赞同。“会后，周恩来和阳翰笙、陈白尘
等文化界进步人士进行反复研究后，决定利
用日机轰炸较少的雾季，从话剧着手，通过
演剧和剧评发动文化人士进行斗争，打破沉
闷的政治空气，这就是‘雾季公演’最初的由
来。”刘英说。

“雾季公演”选在每年10月到次年5月
之间举行。“这主要是由当时重庆的天气决
定的。”在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重庆市话剧
院院长张剑表示。

1941年10月11日，中华剧艺社的《大
地回春》拉开“雾季公演”的帷幕。紧接着曹

禺的《北京人》、沈浮的《重庆24小时》、陈白
尘的《结婚进行曲》也陆续亮相。这些剧目
的上演，不仅丰富了当时重庆人民的精神生
活，更重要的是给予了在战争恐怖和国民党
高压统治下的人们以精神上的极大抚慰和
鼓舞，坚定了他们的生存意志和不屈抗战的
决心。

10天创作出《屈原》剧本
连演15天引起轰动

结束了在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的采访，
重庆日报记者驱车来到七星岗。顺着伏牛
巷缓坡一路朝上，一栋中西合璧的白色三层
小楼出现在记者眼前。

“这栋小楼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
化工作委员会旧址。”刘英说，在1938年到
1946年的这8年时间里，当时担任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
就在此居住和办公，著名话剧《屈原》便诞生
于此。

原来，随着“雾季公演”渐入佳境，周恩
来等人意识到除了常规的话剧演出外，创作
一部借古讽今的历史剧，无疑能更好宣传抗
日，巩固统一战线。

“在这样的情形下，1942年1月2日至
11日，郭沫若废寝忘食，日夜疾书，仅用10
天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五幕历史剧《屈原》。
话剧《屈原》讲述的是战国时期的三闾大夫
屈原在楚国的遭遇，实际上是借古人之酒
杯，浇今人之块垒——借饱受强秦凌辱的楚
国，来暗喻正遭遇日寇侵略的中国之现状。”
刘英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年
谱长编（1892—1978年）》（第二卷）一书中，
详细还原了郭沫若创作《屈原》的心路历
程。其中，在1942年1月11日，郭沫若兴
奋地写道：“夜，《屈原》完稿。‘全体颇为满
意，全出意象之外’。”

事实也证明，《屈原》的推出让当时的重
庆为之轰动。《屈原》剧本脱稿后，郭沫若把
它交给时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
发表。1942年1月24日至2月27日，该报
连载了《屈原》剧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
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品背后的暗喻，
大发雷霆，并立即下令撤销了孙伏园的编辑
职务。

随着剧本的刊登，话剧《屈原》的上演也
被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让《屈原》演出成功，
幕后负责人阳翰笙决定为其配备强大的演
出阵容，哪怕是一个配角，也由名演员来
演。剧组最后确定：金山饰屈原，张瑞芳饰
婵娟，顾而已饰楚怀王，白杨饰南后，施超饰
靳尚，孙坚白饰宋玉，导演则由陈鲤庭担任。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42年4月3
日，话剧《屈原》在国泰大戏院举行首演，之
后又连演15天，卖出3.2万张票。关于演出
盛况，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在回忆录中有
这样描述：“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
大戏院隆重上演……在以后的15天里，很
多人抱着被子睡到剧场门口，等待第二天售
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

剧中的《雷电颂》传诵一时。当时的重
庆大街小巷，到处可以听到有人朗诵台词：

“爆炸啊，你从云头滚下来吧！”就连人力车
夫与警察发生冲突时，也会喊出这句话。

“话剧《屈原》的成功上演，无疑把首届

‘雾季公演’推向了高潮。”刘英说，据统计，
在四届“雾季公演”中，中华剧艺社、中电剧
团、中央青年剧社等演出团体为当时的重庆
市民带来了《祖国在呼唤》《法西斯细菌》《北
京人》《家》《雾重庆》等100多部大型话剧，
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重庆‘雾季公演’不仅业绩辉煌，而且
影响深远，它很快就体现在抗战胜利后拍摄
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
家灯火》等影片的成就上，参加这几部影片
拍摄的成员，大多来自重庆的抗战剧坛，它
更为解放后的中国戏剧、电影艺术的发展，
储备了大批干部和人才。”对于“雾季公演”，
已故著名话剧史家石曼曾如此评价。

启动经典抗战话剧排演工程
传承弘扬抗战戏剧文化

了解了《屈原》背后的故事，记者又回到
位于抗建堂的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此时，
虽然已是下午3点，但抗战戏剧博物馆内依
然有不少游客。游客们通过一幅幅珍贵的
照片，了解抗战戏剧的历史风貌、历史贡献
和艺术成就。

“国泰大戏院和抗建堂是‘雾季公演’的
重要场所。”刘英说，“雾季公演”期间，除了
中国万岁剧团、中华剧艺社等著名话剧团体
及舒秀文、张瑞芳、秦怡曾在抗建堂演出外，
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虎符》《屈原》，曹禺的
《北京人》《雷雨》，吴祖光的《牛郎织女》等经
典话剧也曾在此上演，让抗建堂成为中国话
剧的“圣殿”。

“抗战话剧，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传
奇。它既是重庆市文化艺术的宝贵财富，也
是中国话剧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张剑
说，重庆一直相当注重抗战戏剧史的展示与
研究。2019年底，位于抗建堂内的重庆抗
战戏剧博物馆落成，不仅为全国话剧界提供
了可以瞻仰、怀念抗战话剧时代的场所，也
为广大市民和游客了解“雾季公演”，了解中
国话剧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前不久，重庆启动了经典抗战话剧排演
工程。“我们准备从今年5月1日起，在抗建
堂剧院举行经典抗战话剧的驻场演出。”张
剑说，根据计划，重庆市话剧院将在未来几
年时间里，对《雾重庆》《屈原》等“雾季公演”
中的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在复排过程中，我
们不仅将保留这些经典话剧的精髓，还将通
过现代的舞美、灯光技术，对这些话剧进行
提档升级，传承弘扬抗战戏剧文化，用经典
照耀现实，推动重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4年上演100多部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的大型话剧

“雾季公演”永不褪色的抗战文化记忆

□本报记者 崔曜

4月13日，巫溪县红池坝镇渔沙村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内，一排排蓝色光伏发电板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
生辉。站外3根电杆和10米供电线路把电站与变压
器连接，将电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电网中。

国网重庆巫溪供电公司员工芦吉才和几位村民正
在巡检光伏板及线路。“我们差不多半个月就会来一
趟，看看光伏板有无破损、发电组件是否完整、各项电
力数据是否正常。”芦吉才介绍说。

现在村民都把光伏电站视作村里的一部分，可以
前大家并不这么想，特别不敢相信光伏电站能将阳光

“变现”。
光伏扶贫电站能够有效利用光照资源，只需一次

资金投入，就能长期享受“阳光收益”，帮助村民脱贫。
2017年初，国网重庆巫溪供电公司与渔沙村党支部合
议后，决定在村里建设光伏扶贫电站。

“这里地势平坦，建设成本低，周围没有遮挡物，日
照时间与辐射强度都比较理想。”渔沙村党支部书记陶
春安介绍说，渔沙村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占地面积约5
亩，装机140千瓦，由渔沙、茶园、榆树、金家4个村联
合建设，2017年6月投入运营。

“没想到，阳光还真能变现钱。”村民黄道维感叹。
光伏扶贫电站建设时占用了他家1亩多地。电站投用
后，村里每年支付他家土地流转费1000余元，加上他
平时在电站清洗光伏电板、除草等工资，他的年收入超
过4000元。

目前，红池坝镇9个村级光伏电站已并网运行。
自2017年以来，国网重庆巫溪供电公司累计结算电费
99.45万元，这笔收入纳入村集体账户。“有了资金，村
里发展起了公益事业，设立了公益岗位。”陶春安告诉
记者，光伏扶贫电站每年为村里提供公益岗位2至3
个，发电收入用于村级公路、水管等设施维护。

巫溪红池坝村建起光伏扶贫电站

村民有了“阳光收益”

4月13日，巫溪县红池坝镇渔沙村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内，一排排蓝色光伏发电板正在发电。

（国网重庆巫溪供电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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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4日

重庆市引进5万门程控电话项目
得到国务院最后认可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1989年 4月 14日 由国家计委于 1985 年
批准立项的重庆市引进5万门程控电话项目，经
过3年多的充分论证和前期准备，得到国务院最
后认可。该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市发展
市话通信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项目，总投资 1
亿元，其中利用瑞典贷款5600万元，其余部分由
重庆市政府和邮电部门共同负担。该工程的实
施，大幅度提高了重庆市电话通信能力，有效缓
解了通信难的问题，对推动全市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2020年度就业创业个人、集体揭晓
稳岗扩岗有担当 创业创新显情怀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万州分行
重庆巨豪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德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冠宇电池有限公司
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学生处
重庆市大学生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中心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和许可局
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去年以来，全市上下战疫战贫战洪水，复工复产稳就业，稳住了就业“基本盘”，打好了就业“保卫战”，涌现出了
一批工作扎实、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为表扬先进、宣传典型，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

“2020年度就业扶贫示范车间、创业人物、就业人物、就业创业成绩突出集体”评选活动。近日，市人力社保局宣
布，经层层推荐、评选，最终评选名单揭晓。 文/张力

黔江区卫之情服饰有限公司
涪陵区林夏竹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津区川汇食品有限公司
铜梁区鹿享家科技有限公司
璧山区芯仪木材加工厂
武隆区民康电器有限公司
奉节县夔元电子有限公司
巫溪县鸿驰鞋业有限公司
秀山县龙洞鞋业有限公司
万盛经开区华绿生物有限公司

王华杰 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指
导中心就业科副科长

刘 容 大江龙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宇锋 沙坪坝区保安服务有
限公司特卫勤务管理部大队长

李茂顺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严 琦 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红春 重庆大学学生职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中心主任

陈 瑜 铜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局长

黄 勇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辜小珊 巴南区就业和人才中心副
主任

蒋凌易 合川区合阳城街道劳动就
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所长

“2020年度就业人物”名单
“2020年度就业创业
成绩突出集体”名单

伊远学 重庆精准医疗产业技术
研究院执行院长

刘 翔 重庆腾业创业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梅 重庆民泰新农业科技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大祥 重庆中纳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雪梅 云阳芸山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

李朝阳 重庆潮尚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林其鑫 重庆琪金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胡辉淑 忠县橘城养蜂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卿 优 重庆汇博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

樊登勇 重庆春姿花坊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0年度创业人物”名单“2020年度就业扶贫
示范车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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