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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泪，悲愤地流。沉默的群众，伫立

街道两旁，垂泪目送。囚车上，共产党员

们放声高歌……

这一幕，定格于光影中，至今保存在

重庆王朴烈士陵园展厅里。记者凝神望

向这张老照片——

1949 年 10 月，因叛徒出卖，地下党

员王朴、陈然等被捕一年后牺牲。奔赴

刑场的路上，囚车上传出阵阵《国际歌》。

机 枪 架 起 ，子 弹 飞 快 地 从 枪 膛 射

出 ……28 岁的王朴使出最后的力气高

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都说“子承父志”“子承母愿”，王朴

烈士牺牲后，人们看到的，却是一名母亲

踏着儿子的足迹继续前行的身影。母亲

金永华陆续变卖家产，以办学的名义掩

护川东地下党的工作，直到五星红旗高

高飘扬在重庆上空。

白发人送黑发人，世间至哀至痛。

作为一名母亲，金永华要多么坚强，才能

做出毁家纾难、继续革命的选择？

带着这个问号，记者一路追寻，来到

重庆市北碚区王朴中学校。学校德育处

刘昕同志告诉记者：“在那个动荡年代，

一位家庭妇女把全部家产都捐献给革

命，说明了什么？说明儿子的选择其实

也契合了母亲心灵深处的选择。共产主

义，是金永华母子共同的信仰。”

打开音乐软件，搜索“国际歌”3 个

字，会跳出多种语言、不同版本的《国际

歌》。这首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流传最

广的歌曲之一。

什么样的歌，最打动人？

答案有万千种种，但记者的理解是：

能让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捍守的旋律，

一定有最雄浑、最正义的力量。

当红岩英烈高唱《国际歌》走进刑

场，他们唱的不仅仅是一首普通的歌曲，

更是他们的青春与信仰。

王朴牺牲 72 年后的 7 月 1 日，《国际

歌》的旋律又一次在重庆响起。

陆军第 77 集团军某旅礼堂里，士兵

郭钰辉没有想到，一首歌竟会如此震撼人

心——当《国际歌》的旋律响起，战友们从

愣神到沉默，继而和着乐曲高声齐唱。

指导员张弦军校毕业时，也曾和同学

们唱起《国际歌》。那时，这群年轻军人眼

里都闪烁着动人的光芒。伴着那激越的旋

律响起，礼堂里竖起林立的手臂：到西藏

去、到边防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

斗争！”官兵们的歌声越来越激昂，直冲

云霄。

时间仿佛停在这一刻。时空两头，

红 岩 英 烈 和 当 代 官 兵 齐 声 高 唱《国 际

歌》，奔赴在追求信仰与真理的道路上。

这是一首不需要太多唱功的歌曲，

即使歌者五音不全，也可以把这首歌唱

得激昂豪迈。唱这首歌，需要的是从内

心喷薄而出的信念和信仰。

1984 年 5 月，经组织正式批准，母亲

金永华加入中国共产党。84 岁高龄的

她释然地告诉王朴的弟弟：“现在，我终

于可以放心地去见你三哥了……”

当年，王朴在同学纪念册上写下这样

一段话：“人世的未来——幻变的梦境，正

如一颗流星的陨华，那瞬间的闪耀，残留

下一道光芒。让窥窃者隐约判别它的去

向吧！”

采访结束，记者陷入沉思：如今，这

样幸福的生活不正是当年王朴心中期待

的“人世的未来”吗？

时光如白驹过隙。经年已过，唯有

《国际歌》的旋律穿越历史，见证那一段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见证一代代共产党

人的不悔选择……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

天……”你听，高亢嘹亮的《国际歌》正在

红岩这片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唱响。

当 红 岩 响 起《国 际 歌》
■本报记者 程 雪 李一叶

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是一件今天看来都很时尚的旗

袍。黑色哑光缎面，别致的小立领，搭配

淡粉色绸制内衬。

50 多年前，这件黑色旗袍作为一份

特殊的礼物，送到了女孩李继业手上。

在她还不满 1 岁时，母亲杨汉秀就已“寄

出”这份礼物。

这一“寄”，就是 20 多年。

28 岁那年，当养母把旗袍交到她手

上时，她第一次感受到母亲的温暖。

母亲牺牲时，她只有 1 岁多。“见过，

肯定见过，很遗憾，我没有记住……”关

于 亲 生 母 亲 ，李 继 业 的 记 忆 一 直 是 缺

失 的 ，她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母 亲 到 底 长 什

么样。

李继业的母亲——杨汉秀，抗战时

期背叛军阀家庭，奔赴延安，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6 年，组织派她到重庆，以

“杨大小姐”的身份为掩护，从事上层统

战工作。

如今，旗袍的主人已从翩翩少女，

变成头发花白的老人。每当提起那份

特 殊 的 礼 物 ，李 继 业 依 旧 开 心 得 像 个

孩子。

建党百年之际，记者前往重庆红岩

村采访，寻找 73 岁的李继业。

李继业的家，洁净规整，处处体现出

一种极简风格。退休后，她常常站在家

中阳台旁，望向窗外——

高楼林立，静静见证着山城重庆的

飞速发展。50 多年前，目之所及都是低

矮的小房子。窗户之外，重庆的天空没

有变，依旧阴雨连绵。

“那片天空，妈妈也曾仰望过。”抬起

头望向远方，李继业的思绪飘向更远的

地方……

72 年前，李继业的母亲杨汉秀，透

过渣滓洞监狱的小窗，也曾一次次仰望

外面的天空。

为了革命，杨汉秀不得不将出生才

两个多月的小女儿，托付给邻居照顾。

1949 年 11 月，她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于歌

乐山金刚坡，年仅 36 岁。

13 岁那年，李继业开始寻找母亲。

没想到，这一找就是 15 年。“养父母记错

了妈妈的名字，把‘杨汉秀’记成了‘杨益

秀’。”她抱憾回忆，“一字之差，我迟了

15 年才找到她。”

直到李继业 28 岁那年，所有谜团才

被解开。在同事父亲的帮助下，她找到

了母亲生前的一位朋友——

“你们俩长得好像！”那位长辈拿出

一本相册，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你看，

这就是你妈妈。”

循着手指的方向望去，照片中的女

子容貌清丽，烫着时髦的短发，身穿考究

的黑色呢子大衣，气质脱俗。

李继业的视线再也无法从那位女子

身上挪开。那一刻，一种说不出的似曾

相识之感紧紧攫住了她的心。

回到重庆，李继业将这张照片拿给

养父母看。养父母确定，照片上的人就

是她的亲生母亲。

早就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牺牲，但

那么多有名无名的烈士，哪一位才是自

己的母亲呀？“这一次，一颗悬着的心终

于找到了归宿！”很快，她又找到了自己

的亲生父亲、哥哥和姐姐。

那天，养母拿出一件珍藏多年的黑

色旗袍，郑重交给李继业：“这是你母亲

当年走前留下的……”

对着镜子，李继业小心翼翼穿上那

件旗袍——大小刚好合适，就像是为她

量身定做的一样。

此刻，身穿黑色旗袍的李继业与母

亲以另外一种方式相遇了——

“妈妈穿上这件旗袍一定非常好看

吧？”她低头将鼻子埋进旗袍，用力嗅了

嗅，努力捕捉着母亲留下的哪怕只有一

丝一毫的味道。

“感觉旗袍上还有妈妈的温度。”李继

业一脸幸福沉醉，“就像浮萍突然有了根。”

如今，这件旗袍被珍藏在红岩革命

纪念馆里。穿越时空，记者为杨汉秀烈

士的故事深深动容。

“如果我早出生几年就好了！”李继业

老人喃喃地对记者说，“那样，我或许就能

像哥哥姐姐一样，记住妈妈的样子。说不

定，还能吃上她亲手做的辣子鸡……”

第一次与母亲“见面”

46 年前，杨汉秀烈士的遗骨在歌乐

山金刚坡一个废弃的碉堡中被发现。

天空低垂阴沉，李继业觉得通往碉

堡的那条路，无比漫长。“当年，妈妈也是

从这条路走上去后牺牲的。”她心里想

着，心情愈发沉重。

这是李继业与母亲第一次“真正意

义上的见面”。在此之前，她也曾一次次

寻找母亲——

每当经过烈士陵园门口，她都忍不

住久久徘徊。“妈妈，你到底在不在陵园

‘下边’啊？”她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

每个夜晚，李继业都渴望母亲能到

梦里和她团聚。夜半惊醒，她又变得怅

然若失，“或许妈妈来过了，只是我没认

出是她。”

此刻，李继业的双手在泥土里小心

地扒着。仔细辨认后，她将找到的碎骨

头轻轻放进手中的口袋里。

转过身，闭上眼，李继业把装有妈

妈 遗 骨 的 口 袋 紧 紧 贴 在 自 己 的 心 房 。

那 一 瞬 间 ，她 感 觉 母 亲 就 站 在 自 己 面

前 ：“ 妈 妈 ，你 的 女 儿 终 于 来 到 你 身 边

了 ！ 但 没 想 到 ，是 以 这 样 的 方 式 与 你

相见……”

母亲的牺牲有多悲壮，此时的女儿

就有多悲伤。

都说时间可以让人淡忘一切，可有

些创伤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虽然从

未与母亲真正相处过，但是每当提起母

亲，李继业总会忍不住流泪。

7月 19日，记者踏进渣滓洞监狱女牢

房一室。昏黄的灯光下，杨汉秀烈士曾经

住过的铺位上，一枝黄色菊花静静放置。

那是刚刚来这里参观的游客献上的。

72 年前，李继业的哥哥赵在民也曾

去监狱探望母亲。

“妈妈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妈妈不

怕，你们也不要怕。以后你们要好好学

习，建设国家。”杨汉秀向孩子们交代了

她的遗愿，“儿子赵在民学建筑，以后，让

老百姓都有房子住；女儿杨军学医，让老

百姓都能看上病。”

那是黎明前夜的中国。当时，国民

党军队已经彻底失去抵抗能力，残留在

大陆的特务们执行报复性破坏与屠杀。

山城重庆，笼罩在惊恐与血腥之中。

杨汉秀遇害那天，新中国已经成立

53 天，距重庆解放仅剩 7 天。为了更多

人的明天，她倒在了黎明前的暗夜里。

“我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而骄

傲。在生和死之间，她放弃了生，选择了

死，选择为更多人的幸福献身。”李继业

说，“妈妈离开了我们，但她的精神将永

存，永远激励我们”。

藏在血脉里的信仰

一双小手握着洁净的毛巾，一丝不

苟地擦拭着杨汉秀烈士的纪念碑。

今年清明，李继业带着儿孙到母亲

殉难的地点进行祭拜。就在她准备擦

拭纪念碑时，9 岁的孙子李俊陶抢过她

手中的毛巾，小心翼翼地拭去碑文上的

积尘。

“有点惊讶，但更多的是欣慰。”李继

业说，小孙子李俊陶从小就仰慕英雄，喜

欢听奶奶讲红岩英烈的故事。

这种看似“与生俱来”的品质，与家

庭氛围的耳濡目染有关。

72 年前，杨汉秀牺牲前，希望孩子

们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仰望着

母亲曾经仰望的天空，孩子们沿着母亲

未走完的路继续前行——

哥哥赵在民就读重庆建工学院土木

建筑专业，毕业后主动申请到边疆去工

作；姐姐杨军就读重庆医学院，一毕业就

参军，申请到新疆边防哨卡当军医……

“当年，妈妈在自己随时都有生命危

险的情况下，还在惦念着建设新中国需

要什么样的人才。”每当想到这些，李继

业心中对母亲的崇拜与钦佩之情就愈发

浓烈。

“越了解妈妈，就越心疼她。其实妈

妈从进渣滓洞监狱起，一直到她牺牲那

天，都是在一些同志的怀疑中度过的。”

李继业说，作为当时大军阀杨森的侄女，

再加之一直从事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

监狱里有些同志对她的工作情况并不了

解，误认为她这个“大小姐”并非真心参

加革命。

从渣滓洞监狱脱险的盛国玉后来回

忆：“有同志提醒我，要与杨汉秀划清界

限。还有人当面指责杨汉秀，说她是国

民党的探子。”

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做

出选择后，就必须要做到绝对忠诚。慨

然赴死不易，但在同志们的质疑声中仍

能坚守信仰，则更为艰难。

今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

结提炼出伟大建党精神，其中第一句就

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在纪念文章《我的妈妈杨汉秀烈士》

中，李继业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尽了母

亲对敌斗争时的坚韧以及对祖国未来、

对孩子们的期许……

如果把时间轴拉得再长一些，从杨

汉秀烈士到她的外曾孙李俊陶，这个家

族已传承四代，绵延百年。在这个家族

的每一代人身上，始终有一种“根”藏在

血脉里，“让他们无论何时都有敢于攻坚

克难的力量和勇气”。

抛开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历史，放眼

广阔的神州大地，我们会发现，正是一代

代共产党人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给这片

土地带来梦想与希望——

北京师范大学大三学生邓又嘉的外

曾祖父牺牲于渣滓洞中，她的祖辈、父辈中

多人是共产党员。每年11月27日，全家人

都会去祭奠外曾祖父和他的战友。那一代

共产党员英勇无畏的精神，一直是激励着

她奋力前行的不竭动力源泉。

烈士李承林是“江姐”江竹筠的交通

员，当年同样在渣滓洞遇害。妻子曾琼

英去歌乐山松林坡寻找遗体时，看到他

的手腕被手铐勒得皮开肉绽、露出累累

白骨。这些年，他的儿子李显群和其他

烈士家属们成立了重庆红岩英烈史料研

究会，他们的愿望只有一个：希望更多人

了解红岩精神、传承红岩精神。

从李继业家所在的小区出发，步行

20 分钟左右就到了红岩村。如今，红岩

村红岩革命纪念馆前，每天前来参观的

游客络绎不绝。

步入新时代，山城重庆的变化天翻

地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感受“8D

城市”的魔力：嘉陵江上，轮渡在汽笛声

中缓缓启航；解放碑前，人流数量不断刷

新纪录；李子坝轻轨站外，游客们举起手

机定格“轻轨穿楼”的一瞬间……

“很羡慕现在的小朋友。”李继业把

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今天的中国人，

未来的中国人，一代更比一代幸福。”

（采访中得到左庆莹、王浩、谭杨、赵

海钦、汪海、王学义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版式设计：梁 晨

歌乐山下的纯粹信仰—

“那片天空，妈妈也曾仰望过”
■本报记者 程 雪 李一叶 通讯员 郭淑军 张琳亚

烈士王朴与母亲金永华雕像。

记者瞻仰王朴烈士事迹。

特 稿

展览馆展板前，李继业与母亲杨汉秀烈士（右一）的遗照合影。 李继业供图

图①：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李一叶摄

图②：9岁的李俊陶为外曾祖母杨汉秀烈士擦拭纪念碑。 李继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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