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母城的红色三岩，是指红岩村中共南方局暨八路
军驻重庆办事处、曾家岩50号周公馆、虎头岩《新华日报》
总馆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曾重返红色三

岩，探望自己曾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
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26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日子到来

之际，我们重新探访红色三岩，希望能更真切地感受周恩来波澜壮阔
的伟大一生，感受他对党、对国家和对民族的信仰与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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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岩50号，多少往事回味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
秘密经停重庆。7日上午，周恩来飞抵重庆，下午便前往
曾家岩50号。

曾家岩50号也称周公馆，1938年冬，周恩来以个人
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主要办公
地点。周恩来当年在这种险恶环境中，从容不迫地开展
工作，表现了一代伟人的胆略和气魄。

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周恩来和随行人员来到
周公馆门前时，竟然吃了“闭门羹”。原来，周公馆的钥
匙被相关工作人员拿走了，无法进门。周恩来一行只能
在旁边的派出所等候。周恩来坐在派出所接待群众的
一条长凳上，向随行人员讲述抗战时期在周公馆的生活
和工作情况。

不久钥匙送来了，周恩来缓步走进周公馆。穿过天
井，周恩来来到一个房间，这是当年开会和会客的用
房。在这间屋子里，周恩来曾接见过很多中外友人。他
查看了和邓颖超曾居住过的房间后，来到楼上的另一处
房间。在这间屋子里，曾出现过很多地下党的身影，他
们或长期潜伏孤身奋战，或默默工作为党奉献：

1938年，沈安娜受中共南方局派遣，打入国民党中
央党部任机要速记员，国民党许多核心机密也由此被送
到中共南方局。她严守党的秘密，沉着机智、临危不惧，
即使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依然坚守信念长期埋
伏，以待时机。

阎宝航当年在重庆进行情报搜集，他周旋在国民党
核心圈和美、英等国外交圈，以过人的智慧和无畏的胆
略，开展惊心动魄的情报搜集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卢绪章当年组建的公司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严
格要求自己，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钱悉数交给党组
织，自己却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他对孩子们要求很
严，告诉他们：“爸爸的一切都不是你们的，你们只有好
好学本事、老实做人，长大后自食其力才对。”

……
在曾家岩50号这个曾经熟悉的地方，周恩来一直参

观到傍晚。结束参观出来时，门外已站满了群众。“周总
理好！周总理好！”群众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热情地拍
着手。周恩来亲切地向大家致意。一位佩戴红领巾的
小学生兴奋地走到周恩来跟前，甜甜地喊了一声：“周爷
爷好！”周恩来抚摸着小学生的头，微笑着说：“小朋友
好！小朋友好！”

如今的曾家岩50号，门外建起了广场，伫立着周恩
来为党的信念、为国家的命运、为人民的幸福而风雨兼
程、辛勤奔走的铜像。

《新华日报》旧址，寿桃的故事

1957年2月上旬，周恩来出访回国后，再次来到重
庆。一天上午，周恩来来到化龙桥虎头岩《新华日报》总
馆旧址。此时，这里已成为重庆度量衡厂。

进入厂区大门，周恩来兴奋地边走边看，眼前的一
切让他触景生情：右边是新华托儿所，当年先后有60余
位孩子入托，孩子们在这儿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左边这
栋楼有收发室、学习室和医务室，楼上是员工住房。走
过这栋楼，后面便是职工食堂。周恩来在食堂边站了很
久。当年，无论是社长、总编、总经理，或是一般职工，大
家都在这儿排队打饭，没有任何特殊，大家坚守共同的
信念，全心全意为党工作。

这里，也是当时报馆面积最大的房间，报馆的一些
大型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回想1942年11月的一天，周
恩来邀请“自然科学座谈会”的7位科学家到虎头岩《新

华日报》见面。大家到了后，看见食堂里的桌子上摆着
寿桃，感到非常惊讶。原来，寿桃是为梁希的60岁生日
准备的。这样的场景，让到场的科学家差点流出眼泪，
特别是梁希，更是激动得半晌没说出话来。周恩来热情
地招呼大家坐下来，亲切地和大家交谈。愉快的谈话氛
围，让人感到非常温暖。

新中国成立之前，周恩来便高瞻远瞩，开始谋划和储
备科技人才。周恩来还亲自出面，做李四光、竺可桢等著
名科学家的工作，在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基础上，在重庆建
立了中国科学者协会。周恩来希望科学家们在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和争取和平民主建国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同时更希望他们不要只乐于搞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必
须要有相当的科技造诣，在广大科技人员中起好带头作
用，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好准备。周恩来还通过不同
途径，鼓励和支持一些有条件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国外学
习深造。后来，在祖国召唤下，很多旅居海外的科学家怀
着报效祖国的信念，冲破重重阻力，迎着新中国的第一轮
曙光成功归来，成为祖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参观完职工食堂，周恩来沿着小路往上走，来到一
栋平房前，这里有曾经的社长室、记者办公室、编辑部和
排字房等。重庆大轰炸期间，从城里废墟中将印刷机器
抢运到磁器口乡下高峰寺，后又转运到这里安装。周恩
来一边走一边看，来到一间会议室前，这是当年他与报
馆领导研究事情的地方。周恩来刚走进去，很快又退了
出来。原来，屋里住着重庆度量衡厂的职工。职工一眼
也认出了周总理，忙请总理进屋坐坐。进屋后，周恩来
亲切地与职工握手，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听到
职工说全家人不愁吃穿时，周恩来微笑着点了点头。

从报馆往外走，站在大门口的周恩来望向西南面的
山坡，山坡下的防空洞藏在一栋房屋后的山壁处。当
年，为了防日机空袭，报馆的同志自己动手挖出了这个
防空洞，并在里面办公、印刷报纸。防空洞洞口不大，仅
一米多宽，高不过两米，用条石垒成。洞口的对联很醒
目，右联：提高工作质量，遵守劳动纪律；左联：出得早销
得多，编得好印得清。横批：机印房。

如今，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旧址常常会有学生来
参观或组织研学活动。在排字房的桌子上，摆放着沾满
油墨的滚筒、纱框和玻璃等物件，滚筒上的油墨似乎才
刚刚印刷过一样，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新鲜和真实。

新建的轨道交通9号线从旁边穿过，这里还建起
了公园，老百姓在这里休闲、娱乐，享受着美好的幸福
生活。

两次回访，难忘的红岩村

参观完《新华日报》旧址后，周总理来到红岩村参观。
走进红岩村，在一棵黄葛树的不远处，立着一间引

人注目的草房。当年，这里曾举办过党员训练班，周恩
来在这儿给党员们上课，他对大家提出了要求：共产党
人要如六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表里
如一、言行相符。

接着又往前走，不远处是红岩村主人饶国模居住的
房屋，再往前便是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
办公楼。当周恩来一行出现时，很快被附近的群众认出
来了，现场欢呼声一片。听到屋外的欢呼声，饶国模忙
拉着小孙子从屋里走出来，激动地迎了上去。看见饶国
模，周恩来非常高兴地说：“等一会儿，我到后山去后就
转来看您。”

周恩来走进当年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看到
那些旧物件，往事历历在目。来到王若飞的办公室时，
周恩来神情很难过。当年，抗战接近胜利，我党急需把
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到一起，准备建设新中
国，其中的很多重要工作需要王若飞去办理。令人痛心
的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等人乘飞机从重庆飞往
延安，不幸在山西黑茶山遇难。消息传回重庆，重庆人
民在青年馆（现解放碑青年路附近）召开追悼会，周恩来
在会上痛哭失声，回忆临别前王若飞说的一句话：一切
要为人民打算。周恩来悲痛地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
一种力量，失掉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周恩来在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这篇悼念文章中写道：“若飞！
你最后一席话，是为中国人民及其代表所受到的统治者
的压迫鸣不平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

从办事处大楼出来，周恩来来到饶国模家中，品茶
话家常，笑声不断，其乐融融。临走时，饶国模把几个
剥掉皮的柚子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打趣道：“这不是又
吃又拿吗？”饶国模笑着说：“这是带给邓大姐的，让她
也尝尝。”

后来，周恩来还第二次重返了红岩村，时间是1965
年9月25日，他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
人前往参观。参观结束后，周恩来、陈毅陪同西哈努克
亲王从潘家坪来到朝天门码头，10万群众夹道欢送贵
宾。他们登上“江津”轮离开重庆，顺江而下，前往武汉
访问。

红色三岩，以及渣滓洞和白公馆，这里所锤炼、培养
和形成的“红岩精神”，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留给我
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重庆渝中区作协原副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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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周恩来与贺龙在红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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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25日，周恩来（左一）陪同西
哈努克亲王参观红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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