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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若虚，原名史宝玺，字尊
一，1918年2月出生在今阳信县洋
湖乡洋湖街的一个较富裕的农家。
1924年在本村小学学习，1931年
考入阳信县第四国民学校，当年秋
转入岱北公学。1933年秋，史若虚
以会考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惠民
县城里的山东省立第四中学。1934
年在校组织剧团，开展文化娱乐活
动，接触了左翼文化刊物。1936年
毕业后逃婚至济南，考入省立济南
师范学校。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
发，为宣传抗日，被推选为校“济
星话剧团”副团长，在济南近郊为
国民党军队演出，年底，随剧团到
开封。1938年剧团解散，遂参加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战地服务
团话剧团，任戏剧组长，后到国民
党第三十一师宣传队。1938年夏，
借口去汉口治病离队，到西安八路
军办事处，再转延安陕北公学句邑
分校学习，1939年1月入延安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深造，接受马列
主义教育。1939年6月调入抗日军
政大学文艺工作团，随抗大总校活
动于晋察冀边区与晋东南地区，在
太行山上宣传抗日。1941年8月出
任文艺工作团旧剧指导。1942年
11月任八路军政治部前线剧团宣传
股长，从事戏剧、曲艺创作和演
出。

史若虚通音律善表演，他工程
派青衣，又精于曲艺，戏曲艺术造
诣颇深。他曾在《孔雀东南飞》中
饰刘兰芝，唱腔逶迤婉转，余味无
穷，颇为动听。他演唱的京韵大鼓
《大西厢》与吕班的白圈大鼓、苗
培时的西河大鼓齐名。曾参加京剧
《贺后骂殿》《打渔杀家》《四郎探
母》的演出。他还创作了京剧现代
戏《荡家恨》、京剧历史剧《亡宋
鉴》、歌剧《参军曲》、快板剧《放
哨》、鼓词《三勇士推船渡江》《飞
夺泸定桥》《南京狗打架》等，激
发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在纪念抗日
军政大学建校5周年活动中，《亡宋
鉴》获优秀奖，他被评为“模范干
事”，获得校长奖励。在为庆祝抗

战胜利演出全本《法门寺》中，成
功饰演贾桂，受到行家好评。

1946年，史若虚调任晋冀鲁豫
边区邯郸剧院剧务主任，翌年到邯
郸民众教育馆任股长、副馆长。
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4月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
部戏曲改进局旧剧处干事，负责接
管四维戏剧学校和筹建中国戏曲学
校。

1950年1月，新中国第一所戏
曲学校中国戏曲学校建立，史若虚
任教务长，10 月任党支部书记，
1953年任副校长。在校长田汉支持
下，史若虚着手建立新的戏曲艺术
教育体制和教学体系，废除封建师
徒制、包身制和打骂体罚等制度，
建立了一支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较
强教学能力的戏曲师资队伍。戏校
先后聘请王瑶卿、肖长华、刘喜
奎、侯喜瑞、姜妙香、谭小培、程
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郝寿臣等
名角到戏校任教，实施“以政治为
基础，以艺术教育为主体”和“普
遍培养、因材施教，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教学方针。在办学实践中，
他总结出了以“坚持以传统戏砸基
础；坚持成品教学与基本训练相结
合，以成品教学为主；坚持课堂教
学和演出实践相结合，以课堂教学
为主；实行因材施教，坚持普遍培
养与重点提高相结合；坚持选择优
秀教学剧目，树立健康的舞台风
格”的原则和方法。史若虚对老一
辈艺术家谦虚尊重，事师礼，委重
任。对各流派的教师一视同仁，无
门户之见，新老教师称他“既是领
导又是同志，还是朋友”。他时刻
关心学生的思想和学习进步，凡学
生考试、排练、实习、演出，他必
亲身督导。他对全校数百名学生的
姓名及所学的戏种和派别与成绩都
了如指掌。因而，学生们都亲切地
称他为“咱们的老校长！”

史若虚不但勤于育才，而且还
善于选才、辨才，培养出了刘秀
荣、杨秋玲、刘长瑜、张春孝、叶
少兰、李维康、耿其昌、李长春、

陈和平等一批优秀人才。此间，
史若虚还与他人合作改编过京剧
《碧波潭》《四川白毛女》《卖水》
等剧本，并参与《新白兔记》《白
蛇传》《卖水》 等剧目的唱腔设
计，发表一系列论述戏曲教育的
文章。

史若虚深谙“名师出高徒”，
他聘请名师不遗余力。在当时各
个方面都不足的条件下，他按每
人每月大体相当于 100 元的报
酬，折合小米按时送到教师家
中。每人一辆包月人力车，按照
课时按时接送老师，并安排老师
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大大
激发了老师们的工作热情。早在
民国初年，与梅兰芳齐名的演员
刘喜奎蔑视权贵，为逃避军阀们
的纠缠、迫害，在北京隐居了30
年。1950年秋天，史若虚在东城
一个陋巷里找到了这位老艺人。史
若虚考虑到老艺人脱离舞台时间太
久，任教有困难，就聘请他担任学
校艺术委员，按特邀教授待遇，把
这位老艺人从陋巷接到新居，终其
晚年。此事在首都戏曲界引起强烈
反响，同时也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
赞扬。

1970 年 5月至 1973 年 10月，
他被迫离开戏校去天津警备区农场
劳动，而他仍坚持在劳动之余拟定
戏校未来的招生计划。1978年1月
恢复工作，出任中共戏校领导小组
组长。1980年1月，任中共中国戏
曲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他主持学
院大专班的招生工作，选调了张君
秋、尚长春等到学院任教，又以戏
校学生为基础成立了学院实验剧团
并兼任团长。1982年，史若虚把自
己多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戏曲教育
文章汇成 《史若虚戏曲教育论文
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1983年7月，史若虚心脏病突发，
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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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采自《滨州百名历史人
物》，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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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堤防是抗御洪水的主要屏
障，一位建议黄河大堤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的学者说，千里黄河大堤是
坚不可摧的“水上长城”，它同万里
长城一样，是中国古建筑文化的杰
作。历代修筑黄河大堤，从堤防布
局、修筑季节、料物选择到施工技术
与管理，均彰显出古代劳动人民的
智慧结晶。

黄河堤坊在长期治河
实践中发展

自古以来，治理黄河历来是一
大难事，黄河下游决口泛滥，导致两
岸百姓苦不堪言，经多次治理河道，
每年涨水仍然会殃及百姓，不仅造
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得百姓怨
声载道。

黄河堤防就是我国古代人民在
长期治河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创造
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数千年前
的原始氏族社会，传说共工、鲧、禹
都同黄河洪水进行过顽强的斗争，
而以大禹最为有名，他“三过家门而
不入”的治水精神世代相传。春秋时
期，黄河下游两岸开始出现了人工
堤防，防止洪水任意泛滥，保护田地
和村舍，为人类争得更多的生产和
生活空间。北宋时期，已经形成了以
正堤、缕堤、遥堤、月堤等多道堤构
成的堤防系统。明代，当地方官被评
为“天下郡首第一”的刘天和总结出

“植柳六法”，在堤坝上栽植柳树用
来固定堤坝。治河名臣潘季驯提出

“束水攻沙”理论，把堤防作为“束
水”的手段，强调“治河必须坚筑堤
防”。于是，他将宋代的堤防系统按
照自己的治河理论重新进行改造，
设计出一套包括缕堤、遥堤、月堤、
格堤在内的堤防体系，从郑州到入
海口，建成了千里黄河大堤，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堤防体系，这就是黄河
夺淮入海时期的“明清黄河故道”。
到了清代，在黄河上除设有专职官
兵外，规定“每二里设一堡房，每堡
设夫二名，住宿堡内，常川巡守”、

“平时搜寻大堤獾洞鼠穴，修补水沟

浪窝，积土植树；有警，呜锣集众抢
护”。

清代黄河下游堤防形
成与沿革

滨州黄河共有各类堤防总长
143.95公里。其是临黄堤133.94公
里，南展宽堤3.75公里，北镇老堤
6.26公里。现行的黄河下游黄河大
堤是1855年铜瓦厢改道黄河夺大
清河入海后修筑的新堤，修筑于清
咸丰七年至光绪十年，即1857年至
1884年。自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
年)，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后的十年
间，清王朝忙于镇压农民起义军，无
力顾及黄河修治。同治初年，“自鱼
山至利津海口，皆有地方官劝民埝
近河筑埝自卫”，至同治六年，北岸
自张秋至利津长八百五十余里，南
岸自齐东至利津长三百余里修治完
成。光绪初年随着上游段长堤完竣，
加快下游河道的淤积，光绪九年(公
元1883年)山东巡抚陈士杰奏，“东
省黄河，现在两岸高者离水不过四
尺，低者仅二、三尺。……为今之计，
当以修筑长堤，避免泛滥为灾。”十
月“霜降”后，黄流复涨，只有齐河、
章丘、惠民、滨州等处长堤分别兴
工。齐东马家庄、蒲台赵庄、四图一
带水不能固，动工稍缓”(《历代治黄
史》)。长堤于次年五月全部告竣，底
宽八丈，高八尺，两岸各去水四、五
百丈。南岸长堤，基本沿惠民地区现
在的南岸大堤，上界由齐东县田家
拐子(今邹平)至利津三里庄(今东营
市牛庄)共长一百八十里(民间称皇
坝)；北岸长堤(民间称遥堤)自惠民
县刘旺庄接民埝起，经坡刘家、张龙
泉、刘景新家、陈王庄南、郭家南、邢
家南、吕家、庞家北、北乔南、程家
庙、任陈家，滨县堤口、朱口、高家
集、小张官庄、洼于家、苗家、王贤，
经利津店子至大马家止，共长一百
六十里。

在两岸长堤培修的同时，光绪
九年(公元1883年)，陈士杰奏请接
修民埝。上自东阿、平阴下至利津铁

门关两岸整修民堰一千三百四十五
里，一律筑成底宽四丈，顶宽一丈、
高八尺，于汛前完成(《再续行水金
鉴》)。两年后，巡抚张曜奏请筹办增
培两岸遥堤和民埝工程。光绪十四、
十六、十七、十九、廿五、廿六年进行
过加帮一般底顶帮宽一丈五尺，加
高三尺至六尺，以及民埝改为官守。
致使惠民地区黄河两岸形成官堤、
民埝各两道防线。北岸：官堤(遥堤)
自惠民刘旺庄至滨县下界共长一百
五十三里 (官堤残缺故守民埝)；民
埝自济阳桑家渡至滨县下界，共长
二百零九里。南岸：官堤(皇坝)自齐
东田家拐子(今邹平)至蒲台(今博
兴)下界共长一百九十五里。民埝：
自青城沙窝杨至北段家(皆属高青)
接至大堤长七十一里八。以上两岸
官堤长三百四十八里，民埝二百八
十里八。官堤堤距五至八里，民埝近
河相距仅二、三里。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张曜
查勘山东河工，奏议治理办法称：南
岸惟力护遥堤，北岸则需增培民埝，
以保安全之区。”后经奏准，历城以
下各州县之夹河以内村庄迁往堤外
安置，南岸弃埝守堤展拓河身，北岸
接修民埝为堤，遥堤遂废弃。光绪廿
五年(公元1899年)，李鸿章会同巡
抚张汝梅、河督任道熔查勘河工提
出：……凡平工以顶宽四丈五尺为
率，底宽以十一丈至十五丈为率加
倍，其中改之为堤者，并照此式修
培。(《历代治黄史》)。光绪三十一年
(公元1905年)新筑堤工完竣。至此，
今属惠民地区堤防形成，北岸自惠
民刘旺庄至滨县下界共长二百零九
里，南岸自齐东田家拐子(今邹平)至
蒲台(今博兴)下界共长一百九十五
里。后来随着河势变化，个别堤段少
有变迁，历年加修成今之大堤。此段
黄河南岸滩区属青城县的十一个村
变为黄河北岸。滨县小开河，原河道
有圈堤，自惠民县铁匠魏家向北，经
老君堂、韩家、李家集、大开河至赵
家口，长十二里，光绪廿七年(公元
1901年)五甲杨决口后，该河道淤
淀，沿河村民顺势自魏家直至赵家
口顺河筑堤，长五里，几经加修成今
之大堤。滨县尹家至码头，原河道有
圈堤，自尹家北去林家、打渔张向
东，南经孔家至码头村，长十里，光
绪廿一年(公元1895年)当地居民自
孙家至码头挖一引河，顺势裁弯成
功，遂筑堤二里，成为今之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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