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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地下党员谭逢盛、
白仲山等受党组织派遣，相继从外地返回石柱，以开南宾
书店和教书为掩护，成立各界抗日动员会、组建“七七”剧
社、创办《血汗周刊》等，开展抗日宣传和党的发展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石柱县委的宣传发动下，石柱出征
人员达8814人，2258人在抗日前线为国捐躯，支援军粮
1834万斤，捐献棉衣1200余件，中共地下党开办的大华
炼油厂石柱分厂为前线提供柴油1800吨，石柱妇女给前
线将士写慰问信2800多封，做军鞋、鞋垫2700多双。
8000英雄儿女血战日寇，为石柱革命老区留下了可歌可
泣的英雄故事。

为扩大抗日宣传范围，中共地下党员谭逢盛、金
玉凡、赖世平3人，组织农职中学生利用寒、暑假在农
村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先后有农职中学生刘贤波、谭
若禹、李青鸾、周朝丰、陈文楷、田紫轩、谭俸邑、谭俸

涛、张玉斌等，分别在坡口、马武坝、黄鹤坝、凤凰、临
溪等地，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道
理，提高群众认识。

在1938年“七七事变”周年纪念之际，谭逢盛、金玉
凡等抗日动员会委员，建议县政府将抗日宣讲团更名为

“七七”剧社，后获批准。“七七”剧社成立，由刘永镛、熊楚
材任名誉社长，赖世平任社长，赵玉峰、陈彦任副社长（后
赵玉峰离去，由杨亦平继任副社长），陈彦兼任剧务部主
任，王家洋任导演（后由王野晴、朱泽莹等人继任），黎永
万负责剧务工作，陈珍银负责灯光、道具等工作。

“七七”剧社成立后，先后从农职中、南宾小学、女子
小学抽调70余名师生充实力量。“七七”剧社编演了《前
夜》《中国妇人》《战斗》《放下你的鞭子》《国旗飘扬》《卢沟
桥》等歌剧、话剧。演唱了《打倒汉奸卖国贼》《打东洋》
《救亡军歌》《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抗战、爱国歌

曲。创作表演了快板《日本鬼子强占了我的家》等，演讲
了文天祥、史可法、邓世昌、岳飞等历史英雄人物故事。

“七七”剧社除在县城火神庙公演外，还由陈彦带队到悦
来、下路、江池、大河等地为群众演出。

1938年10月24日，以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
骨干的石柱县抗敌后援会成立，谭逢盛为秘书室主任，陈
彦为宣传组长，樊晋弦为调查组长，赵玉峰、赖世平、向伟
琴等为执委。

在抗敌后援会的配合下，“七七”剧社的抗日宣传活
动达到高潮。1939年6月，冯腾蛟就任石柱县长，并担任
抗敌后援会主任。在抗敌后援会的要求下，农职中、南宾
镇、女子小学组织了“晨操队”和“歌咏队”，南宾镇各部分
别组织了“晨操队”，配合“七七”剧社的抗日宣传活动。
皖南事变发生后，“七七”剧社停止活动。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我热爱旅游，每游一地，必去红色景区参观，缅怀革
命先烈，珍惜美好生活，传承红色记忆。

龙年端午，自驾游四川。我和家人专程前往雒城房
湖公园，参拜“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重温历史，追思先
烈，表达对民族英雄的深切悼念和无限敬仰。在环境幽
雅古朴的公园里，纪念碑高耸入云，如一把利剑直指苍
穹，更显庄严肃穆。1941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暨“七七
事变”四周年纪念日，当地举行隆重公祭后，建造了这座
纪念碑，以纪念在抗战中阵亡的当地将士。

在心情沉重的参拜中，我发现数据记载不一致：石刻
《说明》一文中有“确知阵亡将士259人”的记述，石刻当地
抗战阵亡将士名录亦为259人，石刻《维修抗战阵亡将士
纪念碑记》文载“确知阵亡者凡五百五十九人”。

记载中为什么会出现“259”“559”两个不同的数据？
旅游结束后，我将发现的情况向有关单位作了反馈。

6月25日，当地文旅局来电回复，针对我反馈的情况，
他们高度重视，相关部门迅即联合行动，查县志、地方志、
军史志等资料，进行反复核实，确定为259人，已经对存在
谬误的碑刻原文进行了修改。来电诚恳表达了歉意和对
我的谢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尊重历史就是对
先烈的尊重。

在参拜中，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抗日战争期间，
中华民族饱受日本法西斯战火蹂躏，处于倒悬之危。当
此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救亡图存的呐喊声如
山呼海啸般激荡在华夏大地，全国抗日潮流汹涌澎湃，

“打倒日本鬼子”的请缨杀敌声响彻巴山蜀水。
“喝干这碗家乡的酒，壮士一去不复返……母亲叫儿

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巴蜀儿女
满怀激情地投身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之
中，呐喊着、呼啸着冲出夔门，纷纷扛枪
上前线打击日本鬼子，当地先后有15000
余人应征出川参加抗战。

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抗
战期间，整个巴山蜀水激情空前高涨，共有 350 余
万川渝将士，义无反顾地冲锋在抗日战争的最前
线。他们高扛“死字旗”，舍生忘死英勇抗战，前
赴后继浴血沙场，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
之首，有了无川不成军之说，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和
气势。

心潮澎湃的思绪漫游到我的家乡，距此500公里的重庆
万州（原万县），不到10人中就有1人出川抗日，20万南浦儿
女应征开赴前线杀鬼子，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杀敌英烈。

抗战之初，在被史书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
川东门户万县港作为人员、物资的主要中转站，发挥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据载，当时民生公司大部分船只都在
万县卸货，然后返回宜昌抢运货物和人员。一时
间，大江之上千帆竞发，万县杨家街口码头万人云
集，人嘶马喧，岸线河滩上货物堆积如山。没有起
重机，没有装卸设备，甚至连机动车也没有，数万民
工光着膀子、打着赤脚，顶着冽冽寒风，全凭血肉之
躯手推肩挑背扛绳拉，昼夜不停装卸托运如山般来
去的各种军需货物，争分夺秒抢运大如房屋、小如
细碗的各种机器设备。滔滔江水见证了当时超乎
寻常的无比艰辛，战天斗地可歌可泣的壮举实非笔

墨所能记述。
抗战期间，万县港成为川

军出川作战的重要集结地，是
连接前线战区与后方基地的重要地区。350余万川渝将
士出川抗战，大部分都是到万县港集结，乘坐民生公司轮
船，耳听雄壮有力的川江船工号子，高唱悠扬高亢的三峡
民歌，冒着漫天炮火开赴硝烟弥漫的战场。

收回游历在巴山渝水间热血沸腾的思绪，深切地感
受到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们生活在幸福当下，
日子过得越来越美好，更当警醒自强。“8·15”胜利日、

“9·3”胜利纪念日，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必须铭记的日
子。通过纪念日这样的重要载体，加强爱国主义教
育，让后人牢记历史，永远自强不息，永远牢记那些为
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在抗战中牺牲的先烈们，传承
伟大的抗战精神。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和家人怀着沉重的心情
参拜完毕后，都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如果没有千千万
万的民族英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哪来今天的岁月静
好，更别奢谈畅游祖国大好河山了。

英雄不死，精神千秋！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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