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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工柳创作的《儿童团检查路条》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套套色木刻宣传

画《儿童团检查路条》，是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创

作的。这批宣传画吸取了民间旧年画的积极因

素，如画面热闹、色彩艳丽等，尊重老百姓的欣赏

习惯，采用写实手法。《儿童团检查路条》这幅画

中可见三位儿童团员，正在跟一位农民打扮的路

人说话，其中一位儿童团员肩背大刀，另一位还

扛着红缨枪。几块石头，一棵大树，这正是儿童

团检查路条的场景。

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是1938年冬成立的，发

起人是延安鲁艺美术系教员胡一川和二期学员

罗工柳、华山、彦涵四位同志。这四位同志响应

党中央“到敌人后方去、到前线去”的号召，组织

了以胡一川为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木刻工作团，

到太行山前线去创作。

1938年 11月，工作团离开延安，边前进边开

木刻展览会，当年年底到达太行山前线，在北方

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的关怀下开展工作。工作

团除继续举办展览会外，还创作了连环画，并为

报纸刻画插图等。因工作需要又吸收了在太行

的部分美术工作者杨筠等人加入工作团。

1939年，晋东南鲁艺分校成立，部分同志到

分校工作，部分同志到冀南区工作。1942年，大

部分同志返回延安，“木刻工作团”即解散。

1940年，前总派彦涵同志去重庆买书，同行

者有赴太行参观的李公朴等十多人。彦涵同志

带了相同的两套新年画、宣传画，准备到重庆参

加新华日报社举办的美术作品展览。进入敌占

区后，因形势紧张，搜查频繁，彦涵同志就转托李

公朴先生把画带往重庆。后来，其中一套赠给了

李公朴先生，现在馆藏的这套就是李公朴先生自

己保留下来的一套，1955年，由李公朴先生夫人

张曼筠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据说，李公朴所带的另一套转到了斯特朗手

中，现在美国。据胡一川同志回忆，还有一套画

应在莫斯科东方博物馆。

抗战期间的典型场景
《儿童团检查路条》反映的是抗战期间革命

根据地的一个典型场景。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和伪军常派遣汉奸潜入

根据地刺探情报或进行破坏。为加强警戒，根据

地建立了严密的联防体系，儿童团作为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儿

童团主要由8岁至14岁的少年儿童组成，他们不

仅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还直接参与

到保卫家乡、支援前线的实际工作中。站岗放哨

以及对行人进行盘查（即检查“路条”），是各抗日

根据地儿童组织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所谓“路条”，是指当时为了确保人员流动的

安全，防止敌人渗透和破坏，由当地抗日政府或

军队发放给需要出行人员的身份证明文件。每

一张“路条”上都会详细记录持有者的姓名、年

龄、目的地以及出行目的等信息。而儿童团成员

的任务就是在各个交通要道设置检查站，对过往

行人进行检查，确认其是否携带有效的“路条”，

并核实身份的真实性。

儿童团员们通常选择在进出村子的主要道

路（如村口、路口），设立检查点，这些地方视野开

阔，便于观察来往行人。他们按时到岗执勤，工

作态度严谨认真，坚决不让没有路条的人员蒙混

过关。“短小精悍的村童手持一把大刀，或是一支

红缨枪，雄赳赳地站在那儿，那就是放哨。”当有

行人接近时，儿童团成员会礼貌地拦下对方，要

求出示“路条”，并仔细核对上面的信息是否与本

人相符。在检查“路条”的环节，他们也极为审

慎，观察持证人神情是否可疑，对没有“路条”或

者“路条”存疑的人员一律严查不怠。

“查路条”的故事
检查路条的工作看似简单，实则意义非凡。

它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敌特分子的渗透活动，保护

了根据地的安全；同时，也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和

支持抗日斗争，增强了全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儿童团检查“路条”工作的开展，对敌特、汉

奸产生了有效的威慑。在晋察冀边区，仅完县、

唐县、曲阳三县的儿童团员在抗战全面爆发到

1943年期间，就抓获了90名汉奸以及439个嫌疑

犯。

1940年 8月 15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刊发记

者张高峰的小诗《儿童哨》，盛赞儿童团检查路条

的重要作用：

天真的孩子，

拿着红毛枪，

带锈的大刀，

一个个，

都没有五尺高，

保卫在庄口，

也有的在打闹，

想谁也看不起儿童哨，

“站住！

同志！哪里去？有通行证吗？

还是护照？”

那可爱的小嘴，

盘问得严密，

客气又周到，

你如果是汉奸，

在他那尖锐小眼睛下，

很难逃脱。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二册 (回忆录选编)》

中记录了一个叫苏民的儿童团长智擒汉奸的

故事。在 1939 年 2 月的一个寒冷日子里，位于

山西五台县四区的一个小村庄中，年仅 14 岁的

儿童团团长苏民正如往常一样坚守着自己的

岗位。在一次例行的巡查过程中，他敏锐地注

意到村外有一位行踪可疑之人。凭借机智，苏

民巧妙地将此人引导至村内，并迅速向当地的

自卫队报告了这一情况。经审讯得知，此人原

来是出来搜集情报的汉奸。自卫队果断采取

行动，立即将其逮捕。

《国防知识报》也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儿

童团拦住吕正操》，文章提到八路军冀中军区

司令员吕正操骑马来到阜平，正在站岗放哨的

儿童团员要其出示路条。吕正操假装说：“聂

司令员找我来开会，出门时走得急，忘带路条

了。”孩子们说：“我们只认路条，不认人，没有

路条绝不能放你过去。”吕正操怎么解释，孩子

们都不肯放他进城，最后，吕正操掏出了路条，

才通过。

当天，区里来人表扬了儿童团，称赞他们

认真负责，还发了奖品，儿童团员们才知道他

们拦住不放的，是率领军民在敌人腹地浴血奋

战的吕正操，奖品就是他出钱买给他们的。

《人民政协报》李少华

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罗工柳创作的《儿童团

检查路条》套色木刻宣传画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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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套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创作的套色木刻宣传画，是
馆藏一级文物。其中有一张罗工柳创作的《儿童团检查路条》，记录了抗战时期少
年儿童在敌后站岗放哨、检查路条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