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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崇敬着江姐吗人们还崇敬着江姐吗？？还会为小萝卜还会为小萝卜

头落泪吗头落泪吗？？今天的年轻人还能理解红岩英今天的年轻人还能理解红岩英

烈无悔的牺牲与奉献吗烈无悔的牺牲与奉献吗？？

答案是肯定的答案是肯定的。。

一本一本《《红岩红岩》，》，是新中国几代人共同的文是新中国几代人共同的文

化记忆化记忆。。来到重庆来到重庆，，谁不想去红岩看看呢谁不想去红岩看看呢？？

20182018 年到年到 20202020 年年，，有有 23902390 万人次来重庆看万人次来重庆看

红岩红岩、、忆红岩忆红岩。。红岩红岩，，依然是国内人气最高依然是国内人气最高

的红色景点之一的红色景点之一。。

歌乐山上歌乐山上

一支铅笔与一面红旗一支铅笔与一面红旗

重庆被称为山城重庆被称为山城，，大山名山数不胜数大山名山数不胜数，，

然而最知名的还属歌乐山然而最知名的还属歌乐山。。这里山林茂密这里山林茂密、、

绿意盎然绿意盎然，，还有清泉蜿蜒流过还有清泉蜿蜒流过，，被称作重庆被称作重庆

主城的主城的““绿肺绿肺”。”。但歌乐山享誉国内的名气但歌乐山享誉国内的名气

和荣誉和荣誉，，是源于是源于 7070 年前的那一场惨烈牺牲年前的那一场惨烈牺牲。。

行至歌乐山山腰行至歌乐山山腰，，便能看到白公馆了便能看到白公馆了，，

这里地形险要而隐蔽这里地形险要而隐蔽，，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

郊外别墅郊外别墅，，后被改为军统本部的看守所后被改为军统本部的看守所。。十十

余间住房成了牢房余间住房成了牢房，，地下储藏室成了地牢地下储藏室成了地牢，，

防空洞成了专门审讯拷打革命者的刑讯洞防空洞成了专门审讯拷打革命者的刑讯洞。。

这里的大门终年关闭这里的大门终年关闭，，只留了一扇侧门只留了一扇侧门

供人进出供人进出。。在这座紧闭的监牢内在这座紧闭的监牢内，，发生了太发生了太

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人人都知道的小萝卜头人人都知道的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原名宋振中，，

父母亲都是地下党员父母亲都是地下党员。。19411941 年年，，才才 88 个月大个月大

的他随父母被抓的他随父母被抓，，从此被囚白公馆从此被囚白公馆。。由于缺由于缺

乏营养乏营养，，他长得头大身小他长得头大身小，，难友们都亲切地难友们都亲切地

叫他叫他““小萝卜头小萝卜头”。”。他利用年龄小他利用年龄小，，相对自由相对自由

的条件为难友们传信的条件为难友们传信、、递字条递字条，，深得大家的深得大家的

喜爱喜爱。。88 岁过生日的时候岁过生日的时候，，狱友黄显声将军狱友黄显声将军

送给他一支红蓝颜色的铅笔送给他一支红蓝颜色的铅笔，，他一直舍不得他一直舍不得

用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挖出他的遗体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挖出他的遗体，，小手小手

里还紧紧握着这支铅笔里还紧紧握着这支铅笔。。

19491949 年年 1010 月月 11 日日，，重庆尚未解放重庆尚未解放，，新中新中

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白公馆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白公馆。。关押在同一关押在同一

间牢房的罗广斌间牢房的罗广斌、、丁地平丁地平、、陈然陈然、、王朴王朴、、刘国刘国

鋕鋕 55 人激动万分人激动万分，，商议做一面自己的五星红商议做一面自己的五星红

旗旗，，等解放的那天打着红旗冲出去迎接胜等解放的那天打着红旗冲出去迎接胜

利利。。他们拿出一床红色的被面他们拿出一床红色的被面，，几张黄草几张黄草

纸纸，，通过自己的想象做好红旗通过自己的想象做好红旗，，把它藏在了把它藏在了

地板下面地板下面，，还创作了一首诗还创作了一首诗““我们也有一面我们也有一面

五星红旗五星红旗”。”。在当年在当年 1111 月月 2727 日日，，除罗广斌除罗广斌、、

毛晓初策反看守成功脱险毛晓初策反看守成功脱险，，其他人都倒在了其他人都倒在了

黎明前黎明前。。

渣滓洞看守所渣滓洞看守所，，距离白公馆不算远距离白公馆不算远。。这这

里原本是一个小煤窑里原本是一个小煤窑，，废渣很多废渣很多，，所以被叫所以被叫

做渣滓洞煤窑做渣滓洞煤窑。。19431943 年年，，军统特务看上了此军统特务看上了此

地的特殊地形地的特殊地形，，将其改为看守所将其改为看守所，，关押白公关押白公

馆迁移来的馆迁移来的““政治犯政治犯”。”。

红岩小说中红岩小说中““江姐江姐””江雪琴的原型江竹江雪琴的原型江竹

筠筠，，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后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后，，就一直被就一直被

关押在这里关押在这里。。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江姐始江姐始

终咬紧着牙关终咬紧着牙关。。她被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她被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

敌人秘密杀害时敌人秘密杀害时，，年仅年仅 2929 岁岁。。

1111 月月 2727 日日，，离重庆解放只有离重庆解放只有 33 天天，，国民国民

党反动派对关押在白公馆党反动派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渣滓洞的革命者

实行集体大屠杀实行集体大屠杀。。180180 余人殉难余人殉难，，仅仅 1515 人脱人脱

险险。。这些烈士挺过无数非人的折磨这些烈士挺过无数非人的折磨，，至死都至死都

不曾出卖组织不曾出卖组织、、投靠敌人投靠敌人。。

歌乐山不曾言语歌乐山不曾言语，，人们却记住了这一句人们却记住了这一句

话话：“：“他们在烈火中永生他们在烈火中永生。”。”

红色三岩红色三岩

红石头有了新含义红石头有了新含义

红岩本是一处地名红岩本是一处地名，，位于嘉陵江边位于嘉陵江边。。这这

里的地质结构主要由侏罗纪红色页岩组成里的地质结构主要由侏罗纪红色页岩组成，，

地形酷似伸向嘉陵江边的山嘴地形酷似伸向嘉陵江边的山嘴，，因此又叫红因此又叫红

岩嘴岩嘴。。19391939 年初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

驻重庆办事处在重庆成立驻重庆办事处在重庆成立。。因为城区住房因为城区住房

不够不够，，在日机轰炸下很不安全在日机轰炸下很不安全，，就搬到了这就搬到了这

里里，，门牌号为红岩嘴门牌号为红岩嘴 1313 号号。。

红岩红岩，，普普通通的红石头普普通通的红石头，，从此被赋予从此被赋予

了全新的含义了全新的含义。。

驱车转过几个山弯驱车转过几个山弯，，来到红岩村来到红岩村 5252 号号，，

半山上的红岩革命纪念馆巍然映入眼帘半山上的红岩革命纪念馆巍然映入眼帘。。

这座纪念馆外形就像一块巨大的红色岩石这座纪念馆外形就像一块巨大的红色岩石，，

象征着红岩英烈们的坚毅象征着红岩英烈们的坚毅、、勇敢勇敢、、不屈……不屈……

纪念馆二层是常设展览纪念馆二层是常设展览““千秋红岩千秋红岩——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陈列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陈列”。”。24002400 平方米的平方米的

展厅内展厅内，，包括包括““共赴国难共赴国难——抗日民族统一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形成战线形成”“”“雾都明灯雾都明灯——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中央南方局

驻足红岩驻足红岩””等等 1010 个部分个部分，，展出了展出了 600600 多张珍多张珍

贵历史照片和贵历史照片和 300300 多件展品多件展品。。

““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都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都

被红岩吸引而来被红岩吸引而来。。他们追求的绝不是物质他们追求的绝不是物质

享受享受。。当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条件极其艰当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条件极其艰

苦苦：：吃的方面吃的方面，，水要到两公里外去挑水要到两公里外去挑，，蔬菜全蔬菜全

靠自己种靠自己种，，荤腥一个月难见一次荤腥一个月难见一次；；穿的方面穿的方面，，

抗战八年每个人只发了两套粗布单军装抗战八年每个人只发了两套粗布单军装。”。”

讲解员黄真彦介绍讲解员黄真彦介绍，，展出的这套米黄色小西展出的这套米黄色小西

装装、、藏青色中长裙藏青色中长裙，，今天看来非常朴素了今天看来非常朴素了，，在在

那个时候是红岩所有女同志们唯一高档的那个时候是红岩所有女同志们唯一高档的

““公用礼服公用礼服”。”。

红岩红岩、、曾家岩曾家岩、、虎头岩虎头岩，，被合称为被合称为““红色红色

三岩三岩”。”。虎头岩便是虎头岩便是《《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总馆所在总馆所在

地地。《。《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

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

出版的机关报出版的机关报，，有着有着““新华方面军新华方面军””的美称的美称。。

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展厅内有一台印刷机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展厅内有一台印刷机，，便便

是当年印制是当年印制《《新华日报新华日报》》的机器的机器，，它都被反动它都被反动

派派““逮捕逮捕”“”“扣押扣押””过过。。现在被评为国家一级现在被评为国家一级

文物文物，，也是红岩革命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红岩革命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曾家岩曾家岩 5050 号号，，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

四路四路，，总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 882882 平方米平方米。。19391939 年邓颖年邓颖

超以周恩来的名义转租了一超以周恩来的名义转租了一、、三层和二层东三层和二层东

侧的几间房屋侧的几间房屋，，对外称对外称““周公馆周公馆”，”，作为南方作为南方

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主要办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主要办

公点公点。。

红岩红岩、、曾家岩曾家岩、、虎头岩虎头岩，，都少不了特务的都少不了特务的

监视监视、、敌人的破坏敌人的破坏。。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为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和巩固而不壮大和巩固而不

懈努力懈努力。。

目前目前，，重庆正整合重庆正整合““红色三岩红色三岩””革命遗革命遗

址址，，规划建设占地面积规划建设占地面积 5050..55 万平方米的红岩万平方米的红岩

文化公园文化公园。。

今日红岩今日红岩

依然闪烁着不朽光辉依然闪烁着不朽光辉

““红岩精神包含了奋斗红岩精神包含了奋斗、、奉献奉献、、坚强等优坚强等优

秀品质秀品质，，是一种活生生的理念是一种活生生的理念。。我们从来没我们从来没

有把它挂起来凭吊追忆有把它挂起来凭吊追忆，，而是提炼成为当代而是提炼成为当代

人可以学习借鉴的成长养分人可以学习借鉴的成长养分。。红岩的故事红岩的故事，，

放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看放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看，，依然闪烁着不朽光依然闪烁着不朽光

辉辉。”。”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奇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奇柯

说说，，去年去年，，他们打造了红岩特色思政课他们打造了红岩特色思政课““传承传承

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红岩革命故事红岩革命故事

展演展演””剧目剧目，，由博物馆工作人员自编自导自由博物馆工作人员自编自导自

演演，，去年去年 99 月在重庆大学首演以来月在重庆大学首演以来，，收到北收到北

京京、、湖北湖北、、贵州等多地高校邀请贵州等多地高校邀请，，展演近百展演近百

场场。“。“我留意我留意过过，，现场现场有太多人热泪盈眶有太多人热泪盈眶。”。”

马奇柯说马奇柯说。。

去年去年，，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展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展了

一次特别的一次特别的““寻找红岩发声人寻找红岩发声人””活动活动。。红岩红岩

文化爱好者通过官方网站和电话报名文化爱好者通过官方网站和电话报名，，以自以自

己的角度和感受己的角度和感受，，讲述红岩故事讲述红岩故事。。其中的优其中的优

秀作品在广播电台和网站转播秀作品在广播电台和网站转播，，报名者人数报名者人数

远超预期远超预期，，涵盖了各个年龄层次涵盖了各个年龄层次。“。“这说明红这说明红

岩的魅力依然是全方位的岩的魅力依然是全方位的，，所有年龄段的观所有年龄段的观

众都可以体会众都可以体会，，并发自内心地去热爱并发自内心地去热爱。”。”马奇马奇

柯说柯说。。

借助新的传播媒介借助新的传播媒介，，红岩故事也在不断红岩故事也在不断

翻新讲述方式翻新讲述方式。。移动博物馆移动博物馆、、微型博物馆微型博物馆、、

““2424小时博物馆小时博物馆””等传播形式将陆续登台等传播形式将陆续登台。。

在红岩革命纪念馆的数字体验厅里在红岩革命纪念馆的数字体验厅里，，33DD
影像和影像和 VRVR 技术已经实现应用技术已经实现应用，，让参观者身让参观者身

临其境临其境，，感受感受 19381938 年的山城年的山城。。戴上眼镜戴上眼镜，，眼眼

前是青砖黑瓦的破旧城市前是青砖黑瓦的破旧城市，，水面上有小舟驶水面上有小舟驶

过过，，耳旁有市井之声耳旁有市井之声。。舒缓节奏突变舒缓节奏突变，，防空防空

警报大作警报大作，，几声轰响之后几声轰响之后，，民房在火光中变民房在火光中变

成废墟……成废墟……

展品巨型油画展品巨型油画《《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

也有了新的也有了新的““数字版数字版”：”：一面一面 77..22 米宽米宽、、11..44 米米

高的数字屏高的数字屏。“。“点击屏幕点击屏幕，，手指处的人物简手指处的人物简

介介、、照片和历史故事就跳了出来照片和历史故事就跳了出来，，带来沉浸带来沉浸

式观展体验式观展体验。”。”黄真彦说黄真彦说，，在此处停留的游客在此处停留的游客

最多最多，，时间也最长时间也最长。。

在恒温恒湿的保管室内在恒温恒湿的保管室内，，工作人员正戴工作人员正戴

着塑胶手套着塑胶手套，，归档整理着一件件珍贵的红岩归档整理着一件件珍贵的红岩

文物文物。“。“我馆藏品超过我馆藏品超过 1010 万件万件，，其中有其中有 36083608
件珍贵文物件珍贵文物。”。”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

究馆员徐康介绍究馆员徐康介绍，，这些红岩珍品讲述的这些红岩珍品讲述的，，都都

是可歌可泣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故事——

有江姐有江姐（（江竹筠江竹筠））得知丈夫牺牲后的家得知丈夫牺牲后的家

信信，，她说她说：“：“你别为我太难过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知道，，我该我该

怎么样子的活着……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怎么样子的活着……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

‘‘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死人可以在

活人的心中活着活人的心中活着’。”’。”

有周恩来同志有周恩来同志““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写的一封后写的一封

斗志昂扬的信斗志昂扬的信：“：“我们大家并不以此为烦恼我们大家并不以此为烦恼

……同志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不要……同志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不要

急急，，伟大的时代长得很……伟大的时代长得很……””

白公馆、渣滓洞，以江姐为

代表的共产党员们身陷囹圄，仍

与穷途末路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斗

争……一本小说《红岩》，将这个

残酷又伟大的故事记录下来，传

播 开 来 。 这 本 出 版 于 1961 年 的

长篇小说，发行量早已超过 1000
万册。

“《红岩》之所以能保持着旺

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正因为书

中的人物、故事和精神均来源于

真实的历史。”重庆红岩革命历史

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说，

“重庆解放 28 天后，在敌人大屠

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的罗广斌

不顾身体的伤痛，以顽强的毅力

写下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

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留

下了珍贵的史料。”

1950 年 1 月中旬，从渣滓洞

逃 生 的 刘 德 彬 和 罗 广 斌 汇 编 了

《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

罗广斌写了《血染白公馆》，刘德

彬写了《火烧渣滓洞》。曾被捕囚

禁于渣滓洞的杨益言参与了校对

文稿。

一次，罗广斌与刘德彬谈天，

不知不觉间就说到往事。“下川东

被捕 20 多个党员，如今只剩下我

一个。我终身都无法忘记老彭、

江姐……”刘德彬回忆起牺牲的

战友。“江姐也是我的入党介绍

人。她的儿子彭云寄养在蒋一苇

家中时，陈然经常去看他……”罗

广斌接着刘德彬的话茬儿。说着说着，他们又叫来了杨益

言。“咱们自己来写点东西，你俩觉得怎么样？”罗广斌说。刘

德彬总是忘不了往日的战友，他早就有写作的冲动。杨益言

也极力赞同。

三人就到罗家碰头，利用下班时间在一起讨论，整理资

料，常常通宵达旦地加班。到 1956 年秋时，材料已经差不多

了，可以集中时间动笔写作了，可找写作的地方很困难。罗广

斌将情况向市委汇报后，市委非常支持，给他们找了房子，还

批准了半年的创作假，让他们脱产创作。

三人共同讨论确定了作品的主题、人物、材料的详略，

然后，根据各自经历分工写作。罗广斌写《挺进报》《小萝卜

头》，刘德彬写《江竹筠》《云雾山》《春节联欢》，杨益言写《饮

水斗争》。

年底，这本暂定名为《禁锢的世界》的 50 万字初稿完成。

1957 年 2 月 19 日，《江竹筠》《云雾山》《小萝卜头》等篇目在

《重庆团讯》第三期上开始连载。同年 7 月 1 日，中国青年报发

表了《江姐在狱中》。1958 年 2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专门刊载

革命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又发表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这些作品发表后，在社会各界引发极大的反响，也有很多

人提出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为精益求精，罗广斌、杨益言对全

文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不再参与写作的刘德彬也提供了很多

宝贵的意见和素材。经过多次修改后，中国青年出版社通知

可以正式出版了。罗广斌立即向重庆市委汇报并请示：书名

怎么定？

“对此，重庆市委常委会专门进行了讨论。当时的市委书

记任白戈提出：这本书不仅是反映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的

狱中斗争，而且是国统区地下党工作的缩影，牺牲的革命烈士

是在当年南方局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书名可以考虑

用八路军、南方局所在的地名‘红岩’，这是对一段革命历史的

体现。”王浩说。

1961 年 12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小说《红岩》后，多

地都出现排队买《红岩》的景象。小说还被翻译成日文、英文

在全世界发行。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相继问世。

快板书、京韵大鼓等各剧种，诗歌、散文、版画等艺术形式，都

利用红岩资源进行过二度创作。

“21 世纪以来，红岩精神内涵也不断拓展。《红岩》表现出

与时代发展的极大关联性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王浩说。

图①：重庆歌乐山雕塑。 影像中国

图②：重庆歌乐山渣滓洞。 影像中国

图③：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展出的不同版本的《红岩》。

安 源摄（影像中国）

《
红
岩
》
的
真
，历
史
为
证

本
报
记
者

蒋
云
龙

探访探访重庆红岩革命遗址重庆红岩革命遗址

他 们 在 烈 火 中 永 生他 们 在 烈 火 中 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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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4月 4日电 （记者曹玲娟）4 月 16 日至 17 日，大

型原创话剧《前哨》将在上音歌剧院上演第二轮，之后，于 7 月

5 日 至 7 日 登 上 上 海 大 剧 院 的 舞 台 。 今 年 2 月 7 日 至 9 日 ，

《前哨》在上戏实验剧院首轮演出时即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

双赢。

这部颇具文献戏剧色彩的剧目的作者，是上海戏剧学院

院长黄昌勇。该剧以上世纪初至 30 年代风云激荡的社会为背

景，展现了 5 位出身不同、经历各异的青年作家，从不同的人生

路径汇聚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

一个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最终为

理想和信仰献出了年轻生命的这段历史。

1931 年 1 月，在上海东方旅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5 位青

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被捕，随即从老闸巡

捕房引渡到市公安局，又关进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

守所。在这里，他们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三个星期。1931 年 2
月 7 日，他们连同其他共产党人共 24 人被秘密杀害，史称“龙

华二十四烈士”。

“今年在建党 100 周年和左联五烈士牺牲 90 周年这两个

重大时间节点上，我觉得同是文化战线，我们上海戏剧学院应

该有所作为。”黄昌勇坦言，“话剧《前哨》的创作有一种生逢其

时、带着使命感出生的时代印记。”

而对于《前哨》这个剧名，黄昌勇表示，这也是在听取多方

建议之后，他最终坚持的。《前哨》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机关刊物，第一期就是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出的专号，刊

登了鲁迅等众多作家在内的纪念文章，是一本研究左联时期

革命文学运动的重要材料。剧名的“前哨”两字，更是鲁迅亲

自写完后木板印刻的。黄昌勇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剧，

让这个名字传播得更远。”

《前哨》是一部重新发现、追寻和缅怀革命历史先烈的大

型诗剧，要让今天走进剧场的观众从中汲取力量，就要突破传

统的文献剧局限，在艺术表达上有所创新。该剧以创意和结

构见长，除了上世纪 30 年代、90 年代与当下三个时代的重叠

展现，在叙事层面也作了大胆尝试，巧妙地以“戏中戏”的交叉

结构，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构成一种张力，以现实追溯历史，以

历史观照现实。

图④：《前哨》首轮演出剧照。 尹雪峰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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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话剧《前哨》将在上海开演

向历史深处回望初心

④④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红

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

春来、新春来。 —歌曲《红梅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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