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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勇

青青青岛岛岛海海海歌歌歌剧剧剧社社社
上世纪四十年代，是青岛

话剧史上一个高潮时期，不仅
有几家专业话剧团，还有二十
多家业余话剧团。抗日战争时
期，沿海各省沦陷，大批电影
演员不拍电影而组织了许多话
剧团，许多城市的电影院本来
以 放 映 好 莱 坞 等 进 口 影 片 为
主，日本与英美宣战以后，西
方影片不能进口，国产影片又
少，有些影院改演话剧。这样
既有了剧团，又有了剧场，使
得话剧演出兴旺。

以青岛来说，自1941年开
始，就陆续有一些外地的专业
话剧团来青岛演出，包括中国
旅行话剧团、四一剧社、银星
剧团、天祥演出公司等等。青
岛本市的专业话剧团先后有中
华剧艺社和大陆剧团等。

1944年夏，青岛组织了一个
业余话剧团，叫艺光剧艺社，
中共地下党员吴荣森参加了这
个话剧团。不久，艺光剧艺社
解散，吴荣森、董俊秀、朱琪
于1944年成立了一个群星话剧
团，他们曾在青岛影剧院等剧
场演出过柯灵编剧的《沉冤》

等剧。
1945年初，以铁路局职员中

爱好话剧的青年为主，组织了
一 个 业 余 话 剧 团 ， 叫 海 歌 剧
社，活动地点在朝城路上的铁
路职工图书馆，主要成员有默
忆(唐森兴)、柯大成(柯克)、林
枫、鲁方等二十多人。

1944年秋，上海电影演员们
组织的一个南艺剧团来青岛演
出，主要演员顾也鲁、严化、
林默予、贺宾、许良和王莱等
人。团长顾也鲁，是上世纪四
十年代著名的电影小生，林默
予当时住在青岛，她既是话剧
演员也是著名电影演员。顾也
鲁 与 韩 兰 根 一 起 演 出 过 影 片
《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人是
好朋友，他对韩兰根说：“青
岛拥有很多话剧观众，有一定
的 演 出市场 。 ” 于是， 韩 兰
根、殷秀岑、关宏达等喜剧明
星为主的话剧团于1945年7月底
来到青岛。

韩兰根(1909—1982)，是著
名电影演员、导演，主演过电
影 《 飞 行 大 盗 》 、 《 渔 光
曲》、《大陆》，1936年来青拍

摄 《 到 自 然 去 》 。 殷 秀 岑
(1911—1979)，拍摄过《故宫新
怨》、《王老五》、《天作之
合》等影片。当时美国好莱坞
有著名的一瘦一胖的两个电影
笑星，叫劳莱和哈台，一个极
瘦，一个十分胖，韩兰根和殷
秀岑被称为是中国的劳莱、哈
台。这个剧团中的关宏达也是
著名的银幕上的笑星。

这个剧团来青时正遇上日
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时青岛治安几乎处于真空状
态，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关宏
达等人的剧团困在了青岛，他
们不能演出，没有收入，落难
在青岛，住在了阳信路上一家
原来日本人的住宅里面。当时青
岛有一种小吃，叫“糁”，青岛人
把它叫做“sà”。这是一种粥，关
宏达、殷秀岑们经常去吃“sà”，
所以报纸上刊载《著名笑星关宏
达、殷秀岑惨在了青岛》。

青岛海歌剧社的黄大耕得
知后，为帮助关宏达、殷秀岑
这个剧团，主动和他们联系，
以这几位电影明星为主，海歌
剧社全体演职员进行公演，演

出地点在中山路上的中国影剧
院 。 演 出 剧 目 为 《 还 我 河
山》，主要演员是殷秀岑、关
宏达和白薇，配角和舞台工作
等，全由海歌剧社负责。在这
一个特殊时期，上座率不是很
好，但获得的全部收入，海歌
剧社全部给了那二十几位电影
演员，这样关宏达、殷秀岑等
演员才有了路费回了上海。

海歌剧社成员通过这次实

践，有了信心，继续排练曹禺
的《雷雨》，也在中国影剧院
公演。由陈本利导演，林枫演
周朴园，孔慕虹演繁漪，柯大
成演鲁贵……默忆(唐森兴)为舞
台监督，山音(吕寰)为剧务。

海歌剧社在中国影剧院演
出《雷雨》一周，还在青岛广
播电台，分四天播出了录音。
以后，又演出过《火中莲》等
剧。

青岛农林事务所
□于涛 衣琳

在中国林业发展史上，民国初年是第一个发展高潮。
当时由于对林业重要作用认识的提高及西方林业思想的引
进，林务机关和相关的民间社团呼之欲出。在此大背景
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实业部下设的农务司主持林
政。1912年，又正式成立了农林部。1913年2月，森林资源
相对丰富的东三省才正式设立了林务局。然而，这些部门
都要比青岛胶澳租借时代的林务署晚十多年。可以说，青
岛农林事务所正是近代中国林业管理机构的探路者。

早期林业建设初具规模

1 8 9 8年，德国在租借胶州湾后，
为涵养水源、美化风景、防止风沙，即
着手造林，设置专门管理机构——— 林
务署 ,经营官民造林、市街绿化、果树
栽培、苗圃培育及公园管理，并派当
时德国有名的农业技师郝司来青进
行指导，此为青岛农林事务所之前
身。成立之初，林务署便开始查勘官
荒、收买民地、取缔乱砍乱伐、宣传种
树之利，奖励人民造林，取得了明显
成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人从德
人手中接管青岛，林务工作仍承袭旧
法，并开始涉足农业，将李村前德华
学校农科实习地改为李村农事试验
场，作为培育种子、开展农业试验的

场所。后将农场面积由原来的80亩扩
充为 3 5 0余亩，并开辟果园、增筑厮
舍，还多次举办农产展览会，为当时
的农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9 2 2 年 ， 北 洋 政 府 接收青 岛
后，初并设林务局和农事试验场，
分掌林农两业。后因经费支绌，于
翌年3月合并，更名为农林事务所，
直属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继续从事
林农的试验推广工作。我国林学界
前辈及知名人士凌道扬、李可良等
均在此期任职于该所。合并后的农
林事务 所 掌 管 官 有 林 之 计 划 、 经
营，民有林之监督、奖励，树苗之
培 育 、试验，林木砍伐及整枝 , 农
产、畜产之计划、经营，种子改良

试验，农业气候观测，市内公园及
行道树之管理等。设所长1人，初设
造林、农事、树艺、管理4科。1924

年1月，又改组为技术、事务2组，
上述4业务由技术组统掌之，事务组
则掌管总务事项。

成立之初，农林事务所即在胶澳
地区推广造林奖励办法，规定凡在胶
澳商埠区域以内，无论个人或团体申
请造林，经农林事务所许可，属勘定
的造林区域以内，均可享受造林奖励
办法。奖励办法有三种：一是无偿给
予树苗或种籽；二是派技术人员为其
计划造林或指导作业；三是为其造林
地配备森林警察或请当地乡董地保
担负保护之责。

后期细分林业管理
1929年，国民党政府接管青岛，农

林事务所仍沿用旧名，改隶于社会局。
第二年3月，由于行政经费支拙，遂经市
政会议议决，改隶于市政府。设所长1

人、科长3人、技正2人、技士5人、科员2

人，并可酌用技佐办事员及雇员，据记
载，当时全所有职员26人。

农林事务所内部设总务、农务、林
务3科，科下设股，该所职能进一步细化
和深化。总务科主要职责是文书处理、
编撰统计、保管产品、交换给予售出事
项、会计事务等。农务科下设农艺、园
艺、畜牧、推广4股，主要职责是作物园
艺畜牧的试验改良指导推广事项、动植

物病虫害的研究及防治事项、公园设计
改进及管理事项。林务科下设造林、育
苗、保护3股，主要职责是苗圃的计划及
管理事项、官林计划经营及保护事项、
民林的奖励及监督事项、全市行道树的
设计管理及保护事项。

1938年日本侵占青岛后，建立农林
事务所，初附属于治安维持会。1939年，
青岛市农林事务所发行了《青岛市森林
面积全图》，对青岛全市(市区和郊区)

森林进行了分类标注图示。这一时期，
李村农事试验场划归华北农事实验场
青岛支场，农林事务所改隶建设局。

抗战胜利后，仍恢复战前体制，李

村的华北农事实验场青岛支场与农林
机构合并为农林事务所，隶属于市政
府。下设三科(一二三科)、两室(会计室、
人事室)，一科为总务，计分庶务、文书
两股，二科为农务，计分农艺、园艺、畜
牧、推广四股，三科为林务，计分林务、
管理两股，再加森林警察队。后来，又有
所调整，将总务科由原来的两股调整为
文牍、会计、庶务、售品四股。同时，分设
东镇、李村、崂山、阴岛、薛家岛、夏庄等
处苗圃和行道树苗圃，并在崂山设分所
一处。设所长1人，科长3人、技士及技佐
11人，科员及办事员4人，调查员5人，队
长1人，书记7人，工监2人，共34人。

林业部门的演变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市军管会实
业部接管农林事务所。该所原有员工158人
中，150人留驻所内，并组织护林队昼夜看守
中山公园，使仪器、档案及重要物资未受损
失。当时，该所辖有李村农场、湛山木场各一
处，若鹤山、青岛山等数处山林，东镇、三台、
陈岛、崂山等6个苗圃及中山、海滨等5个公
园，树苗180余万株。解放初期，农林事务所积
极进行苗地锄草、播种刺槐、布置育苗、造林
修剪等工作，受到了人民政府的表扬。

1952年，农林事务所划归市城市建设局
领导。1956年，成立市农林处，直属市政府领
导，替代农林事务所掌管全市的农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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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德建林务局主楼。

上世纪20年代青岛报纸上有关农林
事务所的报道。

话剧《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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