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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捷在抗敌演剧四队闻捷在抗敌演剧四队
文/沈晓昆 吴明宝

小述镇屏山平等寺与潮音洞
文/黄胜国

镇屏山山脚北侧潮音洞入口处镇屏山山脚北侧潮音洞入口处
有人防工程标牌有人防工程标牌

潮音洞深处洞顶有小钟潮音洞深处洞顶有小钟
乳石钙化悬挂乳石钙化悬挂

镇屏山全貌景观镇屏山全貌景观，，平等寺位于山顶平等寺位于山顶，，潮音洞位于北侧山脚左下方潮音洞位于北侧山脚左下方

在镇江西津渡西津音乐厅东南侧，
迎江路东有一座小山，叫镇屏山，海拔
仅22米。山体大致呈南北走向，南北长
80 米左右，东西狭长 50 米左右。呈阶
梯状台地地势，顶部平缓，大致山体南
面倾斜低缓，北坡陡峭直立。镇屏山名
的由来民间有正平山、正屏山、蒸饼山
等几种不同的叫法。早在元代《至顺镇
江志》中，就有比较翔实的记述，“正平
山在京口城西一里”。《至顺镇江志》中
又载：“按京口三面依山，阙其一以临大
江。是山峙于江岸，无崷崒之势，凭高
而望，不倾不倚，式正且平。若巨灵恶
洪涛之汹涌。遗此镇压。则名固实之
宾也。”解说了正平山名字由来可查考
的最早渊源。后来演变成镇屏山，也是
山名山势形态内涵的含义。有镇守云
台山东侧，抵挡长江东来海潮推进，作
为前锋屏障之意。

镇屏山在唐宋元时期，与云台山
下的西津渡、蒜山一样，都是镇江西
北部长江南北水运港口登岸的码头
之一，其中元代曾有水军在此操练驻
扎。

平等寺 元《至顺镇江志》记载，镇
屏山上在宋代曾建有平等寺。唐宋时
期佛教在镇江传播兴盛，连接长江及京
杭大运河南北航运的西津古渡区域，佛
道宗教文化发达。该区域内的银山、玉
山、蒜山都有众多寺庙分布。南宋绍兴
年间僧人祖华在小庵的地基上扩修建
寺，因为得到一块内容为“平等”的石刻
门额，故取名平等寺。元至大四年
（1311年）建成江口坊平等寺，其规模在
《至顺镇江志》中有记载：“栋宇翚飞，金
碧绚烂，来者目动神骇，若御风乘云游
仙之宫。”宋元时期，平等寺相邻不远处
的云台山有云山寺、聚明山寺，玉山报
恩寺（元至大三年建），西津渡则建有天

妃庙、龙王庙、关王庙、褒忠庙等。
登临镇屏山顶平等寺，抬眼北望，

可见一江横呈，东西蜿蜒如练。身后古
城镇江三面环山，山林景象，苍翠葱
茏。西边不远处就是金山、蒜山、玉山
横列，西南侧有云台山依靠，东面可以
眺望北固山、象山、焦山。确有“目动神
骇，若御风乘云游仙”之慨。

现今镇屏山平等寺已经不存，清
《丹徒县志》中光绪五年（1879年）的镇
江古地图上有镇屏山地名。并在山顶
北侧标注有寺庙一座，推测在清咸丰年
间为太平军焚毁。现今在镇屏山北侧
陡崖山体中，还可以发现一段十多米
长，乱砖垒砌的太平军构筑的太平天国
新城城墙遗址。

潮音洞 清《乾隆镇江府志》卷二记
载：“镇屏山在银山侧，下有潮音洞。”具
体位置在镇屏山北侧山崖下，此处石灰
岩面岩体北临江，经过千万年江水浸润
冲刷侵蚀，形成天然石灰岩洞穴，潮起
潮落可以闻听江水波浪冲击洞穴的回
音。佛教大辞典记载:“音之大者，譬之
于海潮。又海潮无念，不违其时，与大
悲之音声，应时适机而说法相。”《法华
经普门品》有文：“梵音海潮音。”佛教文
化中，有海潮喻其雄壮而远闻，潮音有
佛音之意，江水涛声不绝如同观音，又
如众僧诵经朗朗之音的说法，故名。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国在镇
江建立领事馆，设租界。镇屏山北侧山
下成为英租界范围，在现今西津音乐厅
（原航运小学）地址设立怡和洋行，从事
五金、路矿器材、木材和日用消费品等
进出口贸易。距离怡和洋行数百米远
的潮音洞一度成为怡和洋行的物资驳
载和堆栈仓库。“文革”前，潮音洞尚有
香客朝拜，时有香火缭绕。洞旁曾有一
位李姓老者风居住于此看护。

潮音洞古洞穴在 1969年后挖掘成
防空洞，原来工人文化宫东侧有地下防
空洞连接到潮音洞内防空洞，镇屏山防
空洞和云台山防空洞、宝盖山防空洞、
风车山防空洞互相贯穿连通，构成完整
一体的数山连通防空洞体系。前几年
建造西津音乐厅时，镇屏山防空洞地下
部分被挖断回填。现在潮音洞入口处
因为砖砌改造成防空洞，原先古潮音洞
入口处天然洞穴外观已不可见。

镇屏山潮音洞与传说中的银山门
藏宝洞、西津渡昭关石塔下的观音洞、
铁柱宫里的紫阳洞都属于石灰岩溶洞
洞穴，也都曾被历代佛教和道家信众们
赋予佛道典故教义，具有较为深厚的人
文历史蕴义故事和传说。它和镇屏山
平等寺是待开发的人文旅游资源。

抗敌演剧队成立于 1938 年 8 月 10
日。1938 年，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
成，周恩来担任了在武汉成立的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所直接
领导下的第三厅主管宣传由郭沫若担
任厅长。为了抗战宣传的需要，周恩来
决定由第三厅收编这些民众救亡剧团，
成立十个演剧队、四个宣传队和一个孩
子剧团。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你们是
战斗的文艺队伍，十个队不亚于十个
师。”

在这十支队伍中，抗敌演剧四队属
于中途折损的一支。四队的前身是由
上海留日同学会组成的上海救亡演剧
第十一队，武汉整编后，他们同样被派
往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四队生存的时间
只有两年九个月。

闻捷(1923 年-1971 年)，原名赵文
节，曾用名巫之禄，现代著名诗人，江苏
丹徒人。历任新华通讯社西北总社采
访部主任、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第
二届理事、兰州分会副主席。闻捷参加
革命在参加抗敌演剧四队之前，由于时
间久远，记载的文字很少。抗敌初期和
闻捷同在抗敌演剧四队的姚北桦，在

《暮鼓晨钟》（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3年
出版）一书有文章介绍说：“这时期我们
恰和闻捷同志一道工作，因此撰文对闻
捷的史实补遗。”

闻捷在演剧四队时，名叫巫咸。抗
战爆发时，他在南京水西门外一家煤厂
当学徒。1938 年初，年仅 15 岁的他从
南京辗转流亡到武汉，住在武昌红楼里
的平津流亡同学会中。并和住在该会
的华北宣传队同志一道工作。同年 8
月，郭沫若同志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
三厅，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组建十
个抗敌演剧队。经友人介绍，闻捷参加
了抗敌演剧四队，成为四队最年轻的成
员之一。

1938年 9月，闻捷随抗演四队开赴
鄂东宋部埠，投入保卫大武汉的宣传工
作。从武汉撤退后，又随队经长沙市到
达湖北宜昌、荆门，在战区生活十分艰
苦，行踪漂浮不定，而闻捷每天总是乐
呵呵的，一心扑在工作和学习上，他不
大会演戏，普通话也说不好，常常扮演
所谓龙套的角色。但他从不计较这些，
有戏就演戏，没有戏就在队里搞杂务，
保管服装、布置背景，以至上街刷标语，
贴壁报，什么事都抢着干。

闻捷参加四队时，正值国共第二次
合作初期，当时队内有地下党和民间组
织，在同志们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新
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学习《论持久
战》《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并阅读了
不少中外文学名著，有时也悄悄地练习
写作。这样，闻捷从一个爱国青年，迅
速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战士。1938底，
四队党组织吸收他入党，在荆门补行了
入党宣誓仪式，主持仪式的是当时任中
共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的
曾志同志。

闻捷入党后不久，就因故离开四队
去襄樊，在那里参加了武战区政治部政

治总队的第八中队。这个队的成员大
部分是鄂北的进步青年，有地下党员近
四十人，组成特别支部，在鄂西北区党
委（实际负责人是曹荻秋同志）领导下
工作。

1939年 4月，国民党特务对八中队
的地下党组织伸出了罪恶的黑手，逮捕
了特支书记，特支委员。5月，入队不久
的闻捷等十位同志也相继在草店被捕，
先后关押在湖北均县、郧阳等地监狱。
闻捷虽入党不久，但在狱中表现沉着机
智，和难友们团结斗争，拒不暴露自己
的政治身份。半年后，敌人找不到任何
证据，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1939年
冬，不得不将闻捷等分批释放。

出狱后，闻捷在樊城秘密会见的抗
演四队地下党负责人。在同志们的帮
助下，离开鄂北，经兴山、秭归，翻越鄂
西大山，千里跋涉去重庆。不久，他就
奔赴延安了。

《姚北桦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年出版）一书中有《高擎抗日烽火
的一支演剧队——记抗敌演剧第四队》
长文，文中有“关于诗人闻捷”专节。文
中又提到了一些细节：

闻捷的曾用名除巫咸外，还有巫拓
真一名。闻捷在武汉参加华北宣传队
工作时，经张叔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党，张叔友是华北宣传队的唯一党员。
据抗演六队队史（油印本 1987年 2期）
载，张叔友烈士1945年8月在蚌埠做敌
军工作时，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闻捷被捕后约半年获释出狱，在老
河口城外，他秘密会见了演剧队地下党
负责人鲁阳，在同志们的资助下，赴重
庆找到王世振（又名王刚）以后通过组
织关系去延安，在延安成长为一位新闻
记者和诗人。

十年浩劫时期，有着光荣斗争历史
的抗敌演剧队被污蔑为国民党别动队，
分散全国各地的演剧队员惨遭迫害，几
乎无一幸免。闻捷除了一项“特务”帽
子外，因为坐过牢，又多了一顶“叛徒”
的帽子，在这两顶大帽子的沉重压力
下，他忍受不了非人的侮辱，终于在
1971 年的一个夜晚，在上海寓所打开
了煤气，以死表示了对“四人帮”及其
爪牙的抗议。

姚北桦在文章中指出，这段史实
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闻捷参加革命
不是 1940 年到延安之后，而是 1938
年在抗演四队时开始，二闻捷在狱中
经受住考验，没有任何玷污党员称号
的行为，这是同时被捕的同志均可
证明的。

1978年夏，中共中央组织部《关
于抗敌演剧队的性质及其他几个
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抗敌演
剧队是党直接领导下在国民党统
治区特殊斗争环境中进行抗日宣
传活动的革命文艺队伍，不是什
么反动团体，更不是反革命组
织。闻捷在抗敌演剧四队的情
况也就有了十分明确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