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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培时的戎马生涯

顾梦红 *

房山区的文化人都知道，大石河畔的坨里村有一位受到毛

泽东主席称赞的文化名人——苗培时。苗老是大众文学的领军

人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经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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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曾

* 顾梦红：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原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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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担任工人出版社领导班子成员，《大众日报》和《工人日报》

的编辑主任、新大众出版社总编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苗培

时是一位历经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他在

青年时代曾经与周恩来、毛泽东、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交往

甚密，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的传奇经历更是鲜为人知。

早年投身革命，结识周恩来

1918 年农历二月十八日 , 苗培时出生于大石河畔的坨里村 ,

原名苗振坤。他 5 岁发蒙 , 在村里读“四书”“五经”，年龄稍大，

到县城附近的洪寺村长育学校读书，积淀了深厚国学根底。长

育学校的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都很高，在河北省赫赫有名。苗

培时 12 岁在长育小学毕业，英语达到初中水平。小学毕业后 ,

虽然年纪轻轻，却心怀天下、志存高远，他渴望读书求学 , 增

长学识才干，腰包里两枚铜板 , 就敢只身闯荡上海。由于人地

两生，求学未果，回到北平时已身无分文。然而苗培时并没有

气馁，他突发奇想 : 写信给天津《益世报》报社。《益世报》

头版头条发表了他的求助信 , 并加醒目标题《十六岁少年要读

书》。很快《大公报》发表新闻通讯《故都访苗记》。苗培时

因此得到许多社会赞助 , 进入中法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班学习。

中法大学文学院代院长黎世珩十分欣赏这位才、勇、谋具备的

年轻人 , 推荐他进入中法大学文学分院就读。在这期间，他刻

苦读书，思想上要求进步，忧国忧民，担任了中法大学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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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兼交际部部长 , 兼任北平市学联常委。1933 年，苗培时参

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不久加入中国共

产党 , 成为特科的一名成员。中央特科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

央特别行动科，是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 30 年代建立的一个情

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活动地域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

海，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包括情报搜集、对中共高层人物的

政治保卫、开展针对国民政府的渗透活动等重要任务。

1935 年，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 , 苗培时积极参加了著名

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此后他负责组织、联络、推动

北平各大学的学运工作 , 还组织进步学生到长辛店开办工人夜

校 , 组织工人学习。他创办党团外围组织“草原社”, 出版《草

原》杂志，在此他发表了他的第一首新体自由诗《我飞》。苗

培时的文学之舟便从这里扬帆起航。北平地下党领导认为苗培

时年纪轻轻 , 不易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注意；又有过上海的经历 ,

多次派遣他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送交北方局的文件。有一次苗

培时前往上海送文件 , 收件人写的是“飞飞”, 地址是上海东方

饭店顶层右手拐弯第二间。出发前 , 党组织派人把他布鞋的千

层底用刀切开 , 装入文件 , 然后再原样缝好。他穿着这双鞋 , 把

文件亲手交给了“飞飞”, 可不知道这位“飞飞”是谁 ? 他一

直在心中询问。

七七事变前夕，平津危急 ! 日本侵华节节进逼 。平津爱国

学生为挽救民族危亡奔赴南京请愿，在南京成立了平津流亡学

生会，苗培时被推举为流亡学生会生活干事。宋庆龄在慰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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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学生时特地找到苗培时询问学生生活情况，并留下了联系地

点。当日本侵略者进逼南京时，苗培时从南京出发来到湖北汉

口。苗培时在汉口日租界中街找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见到

了周恩来。苗培时这才得知，他送密件到上海见到的“飞飞”，

就是他仰慕已久的周恩来。此后在周恩来领导下，苗培时一手

抓学运，一手抓工运。他担任了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汉口分会会

务理事，并兼任了汉口洋车夫工会的理事长。1938 年 4 月，台

儿庄会战胜利后，苗培时在党组织的指导下，与同志们一起在

汉口组织了青年学生和人力车夫的百万人大游行，推动了抗日

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延安，毛泽东做了他的班主任

1938 年 7 月，保卫武汉的战役即将打响 ，为了保存党的

力量，周恩来指示苗培时带领汪家宝等 7 人奔赴延安。在西安

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的安排下，他们到西安陕北公学分校学习，

苗培时被编入第 32 队。李维汉校长推荐苗培时担任学生会常

务副主席。不久李维汉调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带苗培时同

行。到达延安后，苗培时进入陕北公校总校高级研究班任研究

员。令苗培时惊喜的是，这个研究班的班主任就是中共重要领

导人毛泽东。陕北公校校址在延安北门外的延河之滨，毛泽东

每周从杨家岭徒步而行来研究班讲两次课。陕公公校高级研究

班（以下简称陕公）是培养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摇篮，毛泽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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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重视陕公的教学工作，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要到陕公讲课。

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张闻天、王若飞等都来校做过演讲。

毛泽东本人讲过“青年运动的方向”“论持久战问题”“抗日

游击战争”“国共合作问题”等。毛泽东赞扬陕公同学们有政

治远见，是充满革命精神与牺牲精神的革命的先锋队队员。党

中央对陕公的学员寄予厚望。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苗

培时的人生轨迹。

1938 年 12 月，陕北公学举办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周年的

文艺晚会。苗培时自编自演了一段西河大鼓《北平学生勇闯西

便门》。演唱中再现了 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的大学生进城集会，

国民党军警紧闭城门，学生们扛起大圆木撞开了西便门的情景。

由于苗培时亲身参加过这次战斗，鼓词写得生动感人，表演也

是声情并茂，赢得了满堂喝彩。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推荐苗培时

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这便是“延安四大鼓”之一“苗大鼓”的由来。 其他三

鼓是京韵大鼓荣高棠、滑稽大鼓吕班、河南坠子鼓张可。

从此“苗大鼓”的称号声名远播。年仅 20 岁的苗培时从

此走进了文艺人才荟萃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始从事口头文

学与大众文学的研究工作。在延安期间他多次去毛泽东家做客，

向毛泽东请教大众文学的创作、发展与继承等问题。

毛泽东也一再鼓励他著书立说。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苗培

时始终遵循毛泽东的教诲，坚持口头文学 ( 大众文学 ) 的研究

与创作。到 2014 年苗老去世前，笔耕 60 多年，他共出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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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诗词、戏曲、故事、寓言、散文、报告文学、通讯等达

100 多种，3000 多万字。苗培时在晚年又和数百万煤矿工人结

下了不解之缘，被誉为中国煤矿文学的奠基人。

在敌后，以日军俘虏换取机枪、药品

1940 年秋，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对日军的大规模进

攻——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为之震惊。1941 年至 1942 年，

日本侵略军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大扫荡。苗

培时在 1942 年一次反扫荡斗争中右臂受伤，伤口久久不能愈

合，大夫建议赴北平治疗。苗培时请示军区政委宋任穷。宋任

穷立即批准，并给苗培时派了一个任务，让他搞一些有价值的

情报。

进入北平后，苗培时住在申宾甫先生家。申先生时任北平

市商会常务委员兼煤行商会会长，他的侄子申伯纯是晋冀鲁豫

边区参议会议长，曾受党的派遣任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参谋

长。申伯纯和苗培时是深交，还有点亲戚关系，因此苗培时受

到申家热情款待和鼎力相助。

申宾甫家有一常客姓王，是伪满政府一个高级官员的内弟。

此人颇有爱国心，很想给根据地做点好事，这样就能给他点上

100 个红点。点红点是根据地对沦陷区日伪人员做争取工作的

一种方法，做的好事越多，点的红点越多，可以将功折罪。苗

培时对王有了新的了解后，开始试探着询问一些情况。王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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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了当地说：“有什么事就说。”

冀中南根据地盛产棉花。棉花卖绐商贩，1 公斤只得 1 元

伪币。而直接卖到日军手里，1 公斤便可得 5 元。于是，苗培

时想与日军有关方面打通关系，直接卖棉花换武器。

经王先生牵线，苗培时和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供给部

部长清臧少将开始洽谈。清臧的公开身份是华北棉花株式会社

有限公司总经理，苗培时的公开身份是成大棉花公司大掌柜，

成大棉花公司的总经理由申宾甫先生挂名。

苗培时回忆说：洽谈是在清臧的棉花株式会社进行的，地

点就是老北平的北池子 1 号。洽谈一开始，清臧就问 :“我们

要棉花，你能给多少？”苗培时答 :“ 5 千万公斤。” 清臧随

手摊开一张大地图，是我冀中、冀南棉产分布图。他边看边说：

“太少了，至少 1 亿、2 亿公斤。”苗培时回答 :“1 亿公斤可

以，不过我是办事员，还定不下来，要回公司向总经理汇报。”

清臧又说：“你非八路，能弄到那么多棉花，能把那么多棉花

运到北平？”紧接着又说，“没关系，你在北平一切放心，商

人无祖国，我们只谈买卖，你要什么军火都可以。”苗培时说：

“我知道你们要棉花是制作炸药的，我要轻机枪，要 300 挺。” 

清臧说：“可以，但军部不可以给你，要到济南去办，由济南

的大东洋棉花公司、钟纺公司办理。"

几天后，苗培时偕翻译一行乘火车到达济南。钟纺公司派

出 10 多辆小车迎接。到达驻地，受到规格很高的待遇，而且

总经理和分公司经理始终陪同。苗培时等候军火供前线，心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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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焚，于是婉言提出：“我们是来做棉花生意的，希望尽早安

排谈判。”总经理十分谦恭地说：“生意好说，生意好说。”

接着又以恳切的口吻说，“务请诸位耐心住一两天，我们还有

要事拜托。” 

原来，日本天皇的姑表兄弟在鲁西北根据地失踪了，有可

能被八路军俘虏，希望苗培时帮助查找，并声明这件事办成了，

要重重酬谢，送轻机枪数十挺。苗培时回答：“事情一定尽力

去办。但轻机枪不能要，那样不就成做生意了吗？”

苗培时回到冀中南根据地，向宋任穷汇报。正巧，宋任穷

已了解到鲁西北分区抓获了几个日本人，自称为日本商人，本

来也是准备要送走的。于是军区当即电令鲁西北军分区速送这

几个俘虏到司令部。

日本皇亲到达司令部，担心要被杀头，哭鼻抹泪。司令部

特请日本反战同盟会的同志给他讲清政策，保证一定送他回去，

此外还给他和他的随行人员送了换洗衣服，并安排他们到医院

检查身体。直到送他们走时，他们才完全明白了共产党、八路

军的俘虏政策，非常感动。苗培时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

以日军俘虏换取了八路军所需要的武器、药品，为民族解放事

业在无形战线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战地记者，驰骋在华北抗日战场

1940 年初，苗培时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派往华北担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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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抗战社”华北战地特派记者、新华通讯社特约记者，兼任李

公朴先生的秘书。他陪同李公朴走访了晋西北、晋察冀、平西、

平北、太行、鲁西南等抗日根据地，用手中的笔鼓舞军民的抗

战热情，讴歌黄河之滨、太行山麓的英雄儿女。他还积极投身

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1942 年，他在日寇大扫荡中右臂

受伤。1943 年夏，苗培时到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工作，先后担任

《华北文化》副主编、《新大众》半月刊主编、《新大众报》

文艺主编，曾经以草田、田禾、任青、曹兰、有光等笔名，写

过多篇反映抗日军民反抗侵略、英勇斗争的自由体的短诗、长

诗、歌谣等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深仇记》、话剧剧本《祖国

青年》《人民英雄颂赞鼓词集》、长篇通讯集《咆哮了的冀南

人民》、京剧剧本《李闯王》等，歌颂抗日根据地的英雄与人民。

从 1940 年至 1949 年，他撰写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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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但在抗日根据地引起很大反响，

连重庆、昆明等不少大后方报纸都相继刊载。这期间，他还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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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他编写的《百名英雄》《歌谣丛集》《赵

亨德大闹正太路》等书。让大众文化真正为抗战服务，为人

民大众服务。

解放战争时期，苗培时任新华社特约战地记者，《新大众》

半月刊杂志主编。石家庄解放后，他担任了邢台市文教工作委



苗培时的戎马生涯

·57·

员会主任，此间创作出许多自由体的短诗、长诗、报告诗、歌

谣和短文、论文等作品。

心系百姓的大众文学奠基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苗培时担任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

常务理事等职。他曾经先后担任《新大众报》文艺主编，《大

众日报》《工人日报》编辑部主任，新大众出版社总编辑，中

国煤矿文学会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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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苗培时参与

了《农民日报》《中国通俗文艺》等报刊的创办工作和农村读

物出版社的创建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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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培时生于大石河畔的坨里村，这里是大石河的出山口，

也是河套沟与山外政治经济联系的枢纽。1906 年京广铁路坨里

支线通车之后，坨里成为河套沟煤炭外运的集散地。苗培时对

煤矿生活十分熟悉，他非常清楚矿工的生活状态与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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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就与数百万矿工结下了不解之缘。

苗培时的文学作品语言通俗，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苗培时

创作的煤矿题材作品达 600 万字，几乎占其总量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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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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大众文学创作的同时，苗培时还非常热心公益事业，

离休后仍为此努力。20 世纪 90 年代后，他参加了中国公关协

会的工作，他带头捐款为赵树理立碑，以纪念这位杰出的乡土

作家。他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调查，通过各种努力，扶持贫

困地区百姓脱贫致富。

苗老离休后，淡泊名利，关注家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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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家乡发展建设为己任，不仅献策建

言，还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积极为房山的民营企业牵线搭桥，

助力家乡经济发展。他自己衣着简朴、生活节俭，却多年资助

圣水峪村的５名失学儿童上学。他到处捐资助学、捐款救灾，

还资助过从小失去母亲、后又丧父的一对兄弟长大成人。

苗培时一生耿介，淡泊名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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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仅是对自己一生志向追求的概括，也凸显出作家的襟怀与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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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