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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精神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
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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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1 月 27 日，重庆解放在即，

国民党反动派仓皇逃跑前，对囚禁在白

公馆、渣滓洞监狱的革命者进行疯狂屠

杀。当刽子手叫到他的名字时，他正俯

身在牢房地板上写诗，扭头喝道：“慌啥

子！等老子写完了再跟你们走！”

在难友饱含泪水的注视中，他大声

吟诵最后的诗篇走向刑场：“同志们，听

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

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

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他 叫 刘 国 志 ，出 身 于 四 川 泸 县 一

个大富豪家庭，时任重庆沙磁区学运

特支书记，是小说《红岩》里刘思杨的

原 型 。 1948 年 4 月 ，刘 国 志 因 叛 徒 出

卖不幸被捕，刘家上下多方营救。他

的五哥刘国琪专程从香港到重庆，重

金打点军统上上下下，希望对刘国志

网开一面。收受巨额贿赂的特务头子

徐远举同意放人，但要求刘国志登报

发表退党声明。面对哥哥的劝说，刘

国志说：“不行，如果要我退出共产党，

我活着也等于死了。”后来，徐远举又

让刘国志写份悔过书就放人。面对这

一要求，刘国志依然断然拒绝，放弃了

生的最后机会。

什么是追求？什么是人的生命意

义？什么是敢于为真理而献身？“国际

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党的荣

誉、革命的理想在他心中神圣而至高无

上。从刘国志身上，我们看到了熠熠闪

光的红岩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

国共产党人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为争

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伟大的斗

争实践，创造性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

针政策，孕育形成了具有崇高思想境

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

革命正气的红岩精神。解放战争后期，

被集中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许

晓轩、江竹筠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谱写了感天动地的斗争壮歌，为人民解

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了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馨香流溢

的革命精神花丛中独特的一束。回望

那段艰苦卓绝、浴血奋斗的历史，中共

南方局无疑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

个精神地标。就地理概念而言，红岩是

重庆红岩嘴 13 号、曾家岩 50 号、虎头岩

化龙新村 76 号的总称，是中共南方局

机关、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总馆

所在地。那时的革命者，实际上是把红

岩当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代号，

对当时国统区的进步人士来说，红岩就

象征着中国共产党。

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
红岩精神的信仰底色

1941 年底至 1942 年 1 月，周恩来主

持召开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要求把西南

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

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

众有联系、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骨干力

量，要采取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越

是环境恶劣越要严守党的纪律。正是由

于南方局重视对党员领导干部开展理想、

信念和气节教育，才使一大批革命者敢于

含笑面对屠刀，身陷囹圄而不低头。

南方局领导和影响下的一大批共产

党人和革命志士，对理想信念有着坚定

的追求，把天下兴亡担在肩上，愿为革命

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甚至不惜牺牲生

命。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被捕后，

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从容就义

前给党写下最后留言：“据说将押往南

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

扬我们的旗帜！”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

伟在狱中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牺牲前慷

慨表示：“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似

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

卫真理而抗争……”还有彭咏梧、许晓

轩、刘国志、江竹筠、李青林、陈然等一大

批信仰坚定的革命者，都是在这个红色

熔炉锻造过的英烈。他们临难毋苟免，

以身殉真理，骨头比钢还硬。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鼓励坚守重庆

的南方局人员：“只要大家坚守信念，不

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

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

正是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国统区的广

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特殊环境中经受住

了诱惑，经受住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1943 年 3 月 18 日（农历二月十三），

是周恩来 45 岁的生日。这天红岩村的

同志们为他准备了茶点庆祝，周恩来谢

绝了大家的美意，只是吃了一碗寿面，

然后离席回到办公室。此刻，他按照整

风精神反复回顾个人的体验和得失，深

感还存在诸多差距，于是郑重地写下了

《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

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

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

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

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

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

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

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脱离，

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

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

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

修养的物质基础。

这是他留给自己的特别生日纪念，

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红岩人风范的永

恒记录。今天，我们学习研究这篇“要

则”，仍可以之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一

面镜子、衡量自己的一把尺子。

对党的绝对忠诚使红岩人具备了坚

定的理想信念，并由此激发出自觉无畏

的奉献行为，这是支撑他们在艰苦卓绝

的环境中不懈斗争的力量源泉。

纯洁清白的政治本色，是
红岩精神的品格光芒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们身处特

殊环境，肩负特殊任务，他们主要不是

用枪杆子进行斗争，而是用和平的方式

开展工作；他们要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

争，还要结交社会各界朋友，靠智慧和

人格力量去开展工作；他们既要严格服

从命令、遵守纪律，又要发挥个人聪明

才智，应对复杂局面。

当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

都，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社会环境有如“染缸”。南

方局培养的党员干部必须具备“出淤

泥 而 不 染 ，同 流 而 不 合 污 ”的 政 治 品

格。战斗在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

人，无论是公开斗争还是深入虎穴，无

论是高层斡旋还是商海沉浮，无论是

身在红岩还是隐于市井，他们都坚持

操守，默默为党奉献。1940 年，卢绪章

和肖林秘密接受周恩来指示，为党筹

集经费，他们白手起家艰难创业，凭借

卓越的经营才能跻身国统区名商大贾

之中。1949 年 ，在一手创办的广大华

行与华润公司合并时，卢绪章除了交

出 旗 下 全 部 资 产 ，还 一 次 性 上 交 200

万美元现金，而这位在国统区出入豪

门的“富豪”，贴身衣服从来是补丁摞

补丁。肖林夫妇在创办的华益公司完

成使命后，一次性上交了 12 万两黄金

和价值 1000 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仅

留下 3 个银圆作为纪念。他们将企业

盈利所得悉数上交给党，自己却两袖

清风，不从中私占一分一毫。正是有

坚 定 的 信 仰 和 强 大 的 精 神 力 量 作 支

撑，这些特殊岗位上的共产党员才做

到了勇于担当、不辱使命。

当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条件艰苦，

吃水要到两公里外的嘉陵江边去挑，吃

的蔬菜都是同志们自己栽种，长时间难

见荤腥。今天，红岩革命纪念馆陈列着

一套“公用礼服”：米黄色的丝绸小西

装、藏青色的毛料中长裙。那时同志们

穿的是粗布单军装，抗战 8 年每个人只

发了两套。工作人员方卓芬主动将自

己的这套衣裙贡献出来，供女同志们外

出时穿着。

南方局的同志在艰险的政治环境

和工作环境中，时刻经受着信仰、意志、

生死的考验，他们顾全大局，以实现国

家独立自主为己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

中的阶级关系，为民主党派阵营的形

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

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香港沦陷，中共南方局成功营救

被困于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

衍、范长江、邹韬奋等抗日爱国民主人

士、文化界名人 800 余人。茅盾同志称

此次大营救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

工作”。

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是
红岩精神的战斗特质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

周恩来告诫大家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

备。为了表示坚守重庆的决心，八路

军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 1941 年 1

月 27 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等：“向你们

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

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

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他们面对危机，处变不惊，临危不乱，

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牺

牲精神。

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专制独裁，在

国统区肆意迫害、逮捕甚至屠杀共产党

员和革命志士。面对严刑拷打和威逼

利诱，中共南方局共产党人临危不惧、

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信仰和尊

严，英勇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在渣滓

洞监狱，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没有消

沉，他们在荆棘丛生之地挺起腰身，与

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江竹筠同志遭受严刑拷打不低头，

晕死过去三次；杨虞裳同志被特务用烙

铁烙脚板、眼睛被打得失明月余；李青

林同志腿骨被折断后还被吊打……但

他们没有吐露半句党的秘密。他们说，

毒刑拷打只是太小的考验。

他们坚持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

有节的斗争。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在狱

中受尽虐待去世，难友们悲痛难抑，向

看守所所长提出为龙光章开追悼会、改

善犯人生活条件、不许虐待政治犯等条

件，否则集体绝食予以抗争。敌人慌

了，怕出乱子，只好接受全部条件。这

次全狱大斗争，既悼念了战友，又振奋

了士气，狠狠打击了特务和叛徒的猖狂

气焰。

他们身陷牢狱仍然坚持学习。胡

其芬同志做过英文教师，虽然身体不

好，但她仍用布置作业的方式教女难友

学英文；李惠明同志凭着记忆，给难友

们讲《古文观止》；江竹筠、黄玉清、曾

紫霞轮流主持大家的政治学习……监

牢里的学习活动，使同志们的理论水平

和政治素养得到提高，也使大家变得更

加团结。

1949 年春节，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们

举行了一场狱中春节大联欢。他们用香

烟纸盒制贺年卡，在罐头广告牌上写贺

词，表演叠罗汉、跳秧歌……突然，楼上

的难友朗诵起《共产党宣言》：“一个幽

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更多的声音加入进来，齐声朗诵，一股

思想的洪流奔涌在 1949 的新年。“共产

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

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

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

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

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谁

会想到，这磅礴铿锵、气吞山河的《共产

党宣言》，竟回响在镇压共产党人的监

牢之中。这充满智慧和力量的语言，有

着诗一般的韵味、火一般的激情，闪烁

其中的真理光芒照亮了每一个共产党

人的精神世界。

那个时代，那样一群人，到底是什

么让他们身陷黑暗而内心充满光明，

是 什 么 让 他 们 面 对 酷 刑 眼 神 却 无 比

平 静 ？ 是 因 为 他 们 真 正 品 味 到 了 信

仰的芬芳，并从中汲取了一往无前的

力量。

殷忧启圣的赤子之心，是
红岩精神的时代映照

1948 年 4 月 ，国 民 党 特 务 以 破 坏

《挺进报》为突破口，抓捕了 135 名共产

党员，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

坏。这次党组织遭受的重大损失，客观

上是由于《挺进报》的冒进，但最大的破

坏还是来自于叛徒的出卖。徐远举曾

在交代材料中说：“此次中共地下党组

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

是一筹莫展的。”

共产党员罗广斌被捕后，被关进渣

滓洞监狱，和他以前的领导张国维同处

一室。张国维叮嘱罗广斌注意搜集情

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若有朝一日能

活着出去，一定要向党报告。于是，一场

总结经验教训的“大讨论”在黑牢里秘密

展开，江竹筠口头拟了一份讨论大纲，内

容包括“被捕前的总结”“被捕后的案情

应付”和“狱中的学习”。1949年 2月，罗

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他与刘国志、王

朴、陈然等，多次进行深入讨论，对重庆

党组织遭受的重创痛心疾首，对失败的

教训深刻反省，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寄

予深情厚望。因为罗广斌曾被关押在渣

滓洞、白公馆两个监狱，他得以利用放风

等机会和大家交换意见，这使得狱中意

见成为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的集体

意见，反映了真实的斗争情况。

大 屠 杀 的 火 光 尚 在 燃 烧 ，罗 广 斌

和 10 多位难友趁敌人疏于看守之机，

冒 死 冲 出 了 白 公 馆 。 为 了 把 难 友 们

的嘱托真实报告给党组织，脱险后的

罗广斌奋笔疾书，凭借记忆整理出同

志 们 的 狱 中 意 见 ，写 成《重 庆 党 组 织

破 坏 经 过 和 狱 中 情 形 的 报 告》，上 报

给 中 共 重 庆 市 委 。 报 告 的 精 华 就 是

著名的“狱中八条”：1. 防止领导成员

腐 化 ；2. 加 强 党 内 教 育 和 实 际 斗 争 的

锻炼；3. 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

迷信；4. 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

“左”；5. 切勿轻视敌人；6. 重视党员特

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 、恋爱和生活作

风问题；7. 严格进行整党整风；8. 惩办

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先烈用鲜血书写的忠诚，

是烈士们“最后的嘱托”，也是留给后

人求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答案

之一，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警示录。7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每一次重温“狱中

八条”，都是一次与烈士们跨越时空的

对话。

“狱中八条”的生命力正在于其强烈

的现实针对性，其中第 1 条“防止领导成

员腐化”和第 6 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

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与

我们党强调抓住“关键少数”，从严治党、

强力反腐的方略不谋而合。

70 多年前，红岩的英烈们面对的是

生死关、拷打关、收买关，他们“三九严

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今天，世

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生逢

伟大的时代，如何面对重大风险考验，

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这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

回望历史、思考现实并认真作答的时代

课题。

红岩，是一块磁铁，把力量凝聚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红岩，是一座基石，奠定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基础。

红岩，是一盏明灯，为迷雾中的人

们指引着希望，今天仍然闪耀着灿烂的

光芒——红岩精神必将永远激励广大

党员干部不断汲取信念力量、恪守初心

使命，必将永远鼓舞每一位中华儿女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

懈奋斗。

黎明之前，一片丹心向阳开
■丁小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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