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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娥传》

前言

记得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约是为了纪念聂耳逝世，我作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合唱队的
一员，参加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音乐会。我们穿着白衬衫，粉红色的小短裙，唱了几首歌，其中一
首是聂耳作曲、安娥作词的《卖报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
，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没想到，过了半个多世纪，我
会为你——安娥写传记。    我没见过你，可是我曾经唱你写的歌曲，《渔光曲》《打回老家去》等，
看过你编的儿童戏剧《狼外婆》《海石花》和戏曲《追鱼》《情探》等。    最近，我和你的儿子田大
畏联系上了，他寄给我许多有关你的材料。使我能全面地了解你，一位多才多艺的红色安娥。    你度
过并不平静的童年，进入美术学校后，结识一位地下中共党员邓鹤皋，是他带领你走上革命道路，成
了你的伴侣，遗憾的是由于误传，听说已牺牲，当他找到你时，你已与著名音乐家任光生活在一起。
正是你们两位音乐家的结合，使你创作了许多不朽的歌曲，包括《渔光曲》。    20世纪20年代，你被
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不久，即去做田汉的工作，不想，从此与他结下不解之缘。直到田汉在“文化
大革命”中不幸去世。    你是左翼文艺运动中成果丰硕的活跃分子。抗日战争中，你参与发起战时儿
童保育会，到前线采访，还与史沫特莱一起深入敌后，写了一系列的报道，为人们了解新四军的真实
情况做出贡献。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你为民族、为大众、为妇女和儿童勤奋地写作；你是“四维剧
团”孩子们的好老师、好阿姨。全国解放以后。仅仅六年间，又有多少诗歌、剧本、报告文学出自你
笔下！厚厚的三册《安娥文集》使人们全面地知道了你的创作成绩。    1956年以后，你顽强地与病魔
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种种磨难，不幸于曙光来临的前夕——1976年8月18日去世，没看到祖
国的春天。感到欣慰的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你，仍在看你的书。唱你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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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娥传》

内容概要

安娥（1905—1976），作家、诗人、戏剧家、社会活动家。她创作的《卖报歌》《渔光曲》《打回老
家去》等歌曲至今传唱不衰；她编写的儿童剧《狼外婆》《海石花》和戏曲《追鱼》《情探》等至今
仍在舞台上演出。本书以客观翔实的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详细地描述了安娥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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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娥传》

作者简介

　　丁言昭，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著有《谍海才女：关露传》《爱路跋涉：萧红传》《
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别了，莎菲》《骄傲的女神：林徽因》《关露啊关露》《许广平传》
《曹聚仁：微生有笔曰如刀》《中国木偶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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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娥传》

书籍目录

序：遥寄安娥
1.不安分的少女
2.投身革命
3.赴莫斯科学习
4.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5.与田汉相识于南国社
6.谁之过？
7.渔光曲
8.和音乐人的友谊
9.安娥与电影明星
10.新的旅程
11.华彩乐章
12.致力于战时儿童保育会
13.五月榴花照眼明
14.“鲜血换回民族魂”
15.歌剧的试验
16.“四维”情深
17.痛失陶师——《武训传》风波
18.采访黄八妹
19.进城
20.赴东北和朝鲜前线
21.参加土改
22.思想改造
23.走出困境
24.《狼姥姥》和《海石花》
25.越剧缘
26.爱情·亲情·友情
27.她没走⋯⋯
后记
附录：安娥年谱（盛英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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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娥传》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此时，田汉遇到了另外一个女子——林维中，一个缠绕了他一辈子的女子。因为这
位女子与安娥今后的际遇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笔者在此得比较详细地说说她。 林维中生
于1900年，苏州人，又名林素雯。她在上海犹太人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附属女校读书时，被哈同的
妻子罗迦陵看中。这位太太是福建人，1913年过50岁生日时，特地从家乡请来一个木偶戏班为自己祝
寿，成为福建第一个来沪演出的剧团。 罗迦陵非常看中林维中，要她嫁给自己的儿子，还派了三十多
人的礼队上门求亲，送上厚厚的聘礼。其实罗迦陵没有生育过子女，可是领养了许多中外孩子，论国
籍的话，哈同花园简直可以说是个联合国了。 在一般人的眼里，一个出身平凡的姑娘，能攀上这样一
门亲事，是求之不得的喜事，可是林维中不这样想，她要嫁就要嫁一个自己爱的，对方也爱自己的男
子，决不会嫁一个素不相识的公子哥儿。于是她连夜出走，逃到南洋，先在新加坡教书，后到印尼爪
哇。1925年，她在《醒狮》周刊附办的《南国特刊》中读到田汉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文中田
汉深深地怀念易淑瑜，无限留恋着爱妻。林维中看着看着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她被他的真情和文
才感动，暗自思忖：“这不正是我要选择追求的爱人吗？” 林维中想着想着，立即拿出纸和笔，给素
不相识的男子抛出绣球。此时的田汉正想轰轰烈烈地搞一番事业，可是家中上有老，下有小，他无法
放开手脚去干，正需要一位贤内助来帮他。 田汉读着她的信，说她愿意帮助他“做一番事业”，使他
“无后顾之忧”，信中所说的不就是田汉心中所想的吗？这是缘分，还是天意？田汉被她的坦率和真
诚打动。心想：“这一定是位事业心很强的女性。”自此，书信来往不断，感情也随之升温不止。
1928年初，田汉领导他培养的一批艺术骨干，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4月田汉率南国艺术学院师生到杭
州旅游，被邀在杭州演出，获得成功。可是到了7月，学院因受“黄日葵案”所累，又因学生张恩袭
（张曙）被捕，财力两疲，遂告结束。 就在此时，恰巧林维中回国度假。两位素未谋面的恋人，拿着
各自的照片，在码头上寻找对方，当发现梦想中的情人，两人的兴奋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当林维
中得知田汉的困难后，二话没说，立即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五百多元全部交给田汉。这一行动使田汉深
为感动，说等到南国社经济好转些，一定还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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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的一天，北京的张惠卿和吕林老师来看望父亲丁景唐，他们都是解放前地下党的老同志，说起
以前的事情，一点一滴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在边上听得津津有味。忽然张老师问我，“最近在写什么
？”我说：“我剐完成《关露传》。”    “接下去，准备写谁啊？”    “还没定，也许写陈衡哲或关
紫兰、或梁白波、或胡兰畦、或施济美，或英茵、或⋯⋯”    “那你何不写写安娥呢？”张老师帮我
出主意。    “安娥倒是我研究的对象，不过材料不全。”    “那没问题。我认识安娥的儿子田大畏，
而且很熟悉。”    “为什么？”我张大眼睛问道。    父亲在一旁笑了，说：“你不知道，他的弟弟张
辉是田汉的小女婿呀。”    “真的？”我大吃一惊，赶紧请张老师替我联系田大畏。    张老师回北京
后不久，给我打电话，说：“大畏到外地去了，过一阵回来。”接着，他把大畏老师的电话告诉我。 
  过了些时间，张老师又来电话，说我怎么没给大畏打电话？他已经回京了。于是我马上给大畏打电
话，那头传来厚文的男中音，问起我准备写安娥的事，就这样，我与大畏联系上，以后他不断地给我
寄有关他母亲的材料，还介绍一些研究安娥的学者专家，如盛英老师等，给我很大的帮助。    经过一
段紧锣密鼓的案头工作后，我于2009年3月19日开首写《安娥传》，写到第lO章时，感觉底气不足，我
与父亲商量后，他说：“你应该到安娥的家乡去走走看看，有一点感性材料，写起来会顺手些。”   
2009年10月10日我约了大姐丁言文，再请大畏夫妇和周扬的大公子艾若老师与我同去河北省石家庄。
在那儿受到河北省双风山革命陵园(现称河北省英烈纪念园)同志的热情招待，在大侵的带领下，我们
参观了张家老宅，安娥父亲张良弼就任过的学校，采访了张氏亲属等，在北京又带我去采访了安娥的
亲朋好友，参观了他们以前的住处：细管胡同6号(现在是9号)。那天去的时候，艾若老师带了两位热
爱安娥的朋友，他们都是音乐界人士，说了不少有哲理的话语。    陈锡凯说：“狂妄来自于无知，骄
傲来自于浅薄。安娥是母亲级的美女，是我崇拜的偶像。”    艾若说：“我们应该还原历史的真实，
美不是表面的。时代的发展谁也不能够阻挡，假的东西不能长久。我从小就爱唱歌，唱老歌，从这些
老歌中感受人格的魅力。”    在去石家庄的来回火车上，临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大畏对我谈了许多有
关安娥与田汉的往事，对我帮助极大。2009年10月20日，我满载着收获、希望回到上海，马上接着写
。    在这期间，我采访了许多与安娥有关的人，有其闺中密友欧阳翠，有戏曲界的范瑞娟、傅全香、
徐玉兰、王文娟；有演出《海石花》的演员童丽娟、孔小石，作曲张鸿祥；有中国木偶剧团导演木偶
戏《狼外婆》的周荻。另外我去了上海图书馆、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资料室等处。我的许多朋友
得知我在写安娥传，纷纷寄来有关材料，或提供线索，使我脑子里的安娥形象逐渐丰满、立体起来。
就这样，我于2010年11月24日完成了《安娥传》，然后请大畏过目，他又提供了不少资料，补充了不
少内容，最后成就这本书，不知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我期待着。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安娥的安葬
地河北省英烈纪念园管理处的慷慨赞助，纪念园已将此书确定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Page 7



《安娥传》

编辑推荐

《安娥传》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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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娥传》

精彩短评

1、这本书展示了《渔光曲》的作者的人生旋律。
2、以安娥成长及人际交往为主线，将事件与时间线索交织，使安娥人物的形象立体。但书籍后面的
大事记编写啰嗦与前文有较多重复之处。
安娥的命运既是其个人性格的使然，又是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人的一生，何其漫长又何其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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