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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培时，著名大众文学作家。曾用名苗振坤，别名大古，笔名草田、田禾、任

青、曹兰、有光。生于 1918 年农历二月。北京市房山区坨里镇人。在房山长峪学

校读初小；在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就读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 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 年肄业于北平私立中法文学院。任党领导下的

革命刊物《草原杂志》月刊社的发行人。写过多篇自由体的短诗、长诗、报告诗、

歌谣和短文、论文等作品。 

“七七”事变后，他和一批平津进步青年，在南京成立了“平津救亡同学会”。

1938 年７月，他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介绍赴延安，途经西安时，林伯渠安排

他到位于陕西枸邑县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后被保送到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

班学习。由于他能写唱词等大众文艺作品，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并派他到延

安鲁迅艺术学院，专职大众文学的研究和创作，从此苗培时走上了大众文学之

路。当时，因他创作和表演的京东大鼓在边区十分活跃，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苗

大鼓”。后来苗培时还多次以“大古”为笔名发表作品，既是对领袖和那一段火热生

活的怀念。 

1940 年初，苗培时任“全民抗战社”华北战地特派记者，同时兼任李公仆秘

书。访问了晋察冀、平西、太行、冀南、鲁西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1943

年夏，到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工作，协助徐懋庸主编《华北文化》，任副主编。后

调华北新华书店任文艺编辑。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社特约战地记者、邢台市

文教工作委员会主任、《新大众》半月刊杂志主编、《新大众报》副刊版主编。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写了大量各种形式的作品，较有影响的有《走

马太行山》、《风雪之夜话五台》、《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女秘书孙文淑》、《过同

蒲路遇大雪》等，经重庆“全民通讯社”发出后，不少大后方报纸都相继刊载。这

期间，不仅写了大量的小说、故事和报告文学作品，还创作了各种形式的剧本，

主要有话剧《祖国青年》、秧歌剧《庆祝太平舞》、快板剧《小两口谈和平》、三

幕话剧《开渠》、京剧《李闯王》等。还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百名英雄》、《歌

谣丛集》、《赵亨德大闹正太路》等书。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文化管制委员会调查研究组组长、北京市委文

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大众日报》、《工人日报》编辑主任、工人出版社领导成员、

新大众出版社总编辑、《说说唱唱》社执行编委。还曾兼任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

北京市文联、中国曲艺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中国曲艺家协会前身）等文艺组织

的常务理事、党组成员、中国煤矿文学研究会主任等职。改革开放后，苗培时



参与了《农民日报》、《农村读物出版社》、《中国通俗文艺》杂志的创建工作。

苗培时主编过《新农历》、《新曲艺》丛书、《新戏剧》丛书、《新儿童》文学丛

书。出版了《人民英雄颂赞》、《鼓词集》、《红树岭》、《慈禧外传》等几十部作

品。 

苗培时生在矿区，长于矿区，对煤矿生活十分熟悉，所以在其文学创作中

多有取材。1958 年，他响应党的关于作家艺术家挂职下厂矿、农村体验生活的

号召到了煤炭部，从此更与数百万矿工结下了不解之缘，创作了许多反映煤矿

生活的作品。苗培时一生创作丰厚，而煤矿题材作品就达 600 万字，几乎占其

总量的三分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作家中写煤矿行业发表作品最多的人，被

煤矿工人誉为煤矿作家。苗培时的文学作品语言通俗，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

在内容上以革命斗争、煤矿生活和历史题材为主；从体裁上分，曲艺、剧本、

报告文学、小说等均有涉及，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的文学表现形式。在苗培时

65 年的创作生涯里，共为人们留下了洋洋 2000 万字的文学财富。 

1999 年 11 月 23 日，“苗培时从事大众文学创作 65 周年、煤矿文学 50 周年

座谈会暨《苗培时文选》首发式”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中国煤矿文联、中国煤

矿文化宣传基金会等单位和各界人士 70 余人到会祝贺，与会者称赞他为“煤矿

文学创作的奠基人”、 新中国大众文学的奠基人。 

除了进行大众文学的创作，苗培时非常热心公益事业，离休后仍为此努力。

上世纪 90 年代后，他参加了中国公关协会的工作，深入到农村、厂矿调查，通

过各种努力，扶持贫困地区百姓脱贫致富。他长期资助家乡圣水峪的５名失学

儿童上学；资助从小失去母亲，父丧劳力的一对兄弟长大成人；他到处捐资助

学、捐款救灾。但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节俭。为了给国家省钱，他有病不住院；

曾步行百里到房山开会，让家乡人至今感慨不已。1986 年，他带头捐款为赵树

理立碑，以纪念这位杰出的作家。 

苗培时少小离乡，但对故里永远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上世纪 90 年代初，房

山区成立“游子联谊会”，苗培时以 70 多岁的高龄，毅然受任第一副会长之职，

从此更是以家乡发展建设为己任，捐款捐物，献策建言。苗培时一生耿介，淡

薄名利；一切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从未谋求半点私利。苗培时在 70

岁时写的自励诗，即是对自己一生的字证： 

无端寻梦延水流，眨眼风云白了头。 

太行荷戈杀倭寇，中原驰骋血染裘。 

国土何惜头颅贵，书生从未觅封侯。 

老骥羞说柴骨瘦，昂首长嘶志未酬。 

2005 年 10 月 28 日，苗培时辞世，享年 87 岁。临终遗言：将毕生所藏图

书，回赠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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