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2024年9月21日 星期六

主编 江前兵 责编 李德强 视觉 胡颖 徐剑 校审 罗文宇 王志洪 特约

单枪匹马 他孤身涉险入合川

大革命时期，全国形势云诡波谲，政治斗争异常尖
锐、复杂。1926年，党中央为了争取四川军阀反对北
洋政府，决定在四川策动“顺泸起义”。为防止起义部
队在横渡嘉陵江时遭到驻守在合川的四川陆军第三师
师长陈书农部队阻击，决定派陈毅同志到合川开展军
运工作，目的就是争取陈书农保持中立，并要求陈毅广
泛联合合川及周边地区的各界人士，建立起革命群众
基础。

是年12月26日晚，合川小南门码头，暮霭沉沉，随
着一只木船靠近，从趸船上走来一位提着咖啡色皮箱，头
戴礼帽，身穿长棉袍的年轻人，破旧的码头上三位军人马
上迎了上去。赶在前面的那位是陆军第三师政治部副主
任陈梦云，后面的是政治部军官范英士、秘书周润生。周
润生本能地伸手想接过箱子，来人并没有同意。

25日晚上，陈梦云接到第三师师部驻重庆办事处
的电话，让他次日在合川迎接一个叫陈仲弘（陈毅的化
名）的人。说是上面派到第三师政治部组织科的新任
科长。于是这天陈梦云就带上政治部的范英士、周润
生，早早等候在码头。

发动群众 他连夜写战斗檄文

陈毅进驻位于合川云盘街的第三师师部营房后，
立即展开革命工作，很快在第三师暗中卷起了滔天大
浪。有不少官兵主动接近这个操乐山口音的陈科长，
从他那里仿佛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在那
些日子，陈毅在军营中不断给思想进步的高级军官宣
讲，要解决武力与民众联合的问题，就是要使武装力量
与有组织的老百姓打成一片。他多次指出合川、武胜、
铜梁、大足和璧山五地，有民众300万人左右，第三师的
部队驻扎五地的军人最多不过万把人，如果能够把五
地群众真正地联合起来，力量的强大绝不是现在的一
般军队所能比得上的。

不久，见时机大致成熟，1927年1月2日，陈毅在第
三师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会议在一间废弃的宿
舍进行，由支持革命的陈梦云主持，周润生负责放风警
戒。陈毅认为必须要发动群众，才能扭转革命形势。
为了配合起义行动，他建议把第三师政治部原有的内
部刊物《武力与民众》杂志接管过来，由过去的月刊办
成旬刊，作为我党的宣传工具，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以
动员五地的群众联合起来；同时利用孙中山逝世二周
年的机会，大张旗鼓地造势，号召合川人民成立自己的
工会、农会、商会和学生会。

陈毅很快拿出了当年在重庆《新蜀报》作为主笔的

功底，连夜写出了一批鼓动民众迎接革命高潮到来的
战斗檄文。由于文章针对性强，火药味极浓。《武力与
民众》杂志主编不敢签字印刷。陈毅计上心来，让陈梦
云去找主编的侄子、第三师师长陈书农签字，也借此静
观陈师长对革命的态度。没想到陈书农看了陈毅写的
《武力与民众》杂志的发刊词和一系列文章，二话没说
就签字了，让陈毅估计到防止陈书农对我起义部队下
手的任务基本完成。

登城怀远 他作诗称赞民族气

几天后，陈毅从云盘街经塔耳门，来到濮岩寺旁的
合川国民师范校，受到了校长黄肇纪的欢迎。在学生
座谈会上，陈毅谈了“五四运动”与青年读书问题、妇女
解放问题，并邀请同学们参加即将举行的纪念孙中山
大会。

之后，在2月的一个周末，陈毅和范英士等同事兴
致勃勃去了闻名中外的合川钓鱼城。他们从县城管驿
门乘船渡过嘉陵江，沿八角亭，经小白塔小路上山。在
山上去了护国门、钓鱼台和王张祠。在“独钓中原”的石
坊前，陈毅对钓鱼城三十六年保卫战，感慨不已，认为钓
鱼城守将王坚、张珏，临危不惧，很有民族气节，便作诗
一首《钓鱼城口占》：“钓鱼城何处？遥望一高原。壮烈
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范英士也作了一首诗应和：“我
来钓鱼城，徘徊于高原。壮烈英雄气，丹心独朗然”。

街头集会 他积极宣扬革命理

3月12日。由陈毅策划的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
大会，在瑞山公园（今合川人民公园）如期举行。用附
近学校借来的课桌搭成了主席台，会场高挂着孙中山
遗像。遗像上方有“孙中山先生精神不死”的标语，那
是陈毅独具个性的手书，分外醒目。

陈毅在合川千人大会上，发表了激情演讲。他慷
慨激昂地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就是发动了民
众，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年的专制政体，所以我
们要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
阀！”会场顿时响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很多学生积
极散发《武力与民众》杂志，到会场的群众基本上人手
一册。

而在大会就要结束时，会场出现一阵骚乱，有前来
捣乱的反动分子高喊反革命口号，遭到了参加大会的
工人群众迎头痛击。陈毅明白陈书农被调到成都参加
高级军官轮训去后，在第三师中，一向仇视革命的旅长
王学姜成为了代理师长。王学姜在第三师安插的反动
势力已经觉察风向，正在蠢蠢欲动。

风云突变 他识破奸计脱险地

3月下旬，国共斗争形势风云突变。反动派终于撕
破面具，对共产党人大打出手了。31日，重庆发生了令
人震惊的“三·三一”惨案，有学生不幸遇难，加上“顺泸
起义”失败，一时间合川出现了白色恐怖。上级果断要
求陈毅择机撤离合川去武汉。

什么时间撤退？现在走，可手里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且必然会打草惊蛇，很难走出戒备森严的合川。

4月1日下午三点半，陈毅的宿舍突然急速响起敲
门声，进来一个不速之客。这就是代理师长王学姜。
他在一阵久仰久仰的招呼中，表现出过分夸张的热情，
告诉陈毅为共叙友情，邀请陈毅务必明晚在合川一酒
楼赴宴，要求把陈梦云、范英士、周润生一并请上。说
完，他突然表情凶狠地补充了一句：“我可是张飞请客，
不到也得到哟！”睿智的陈毅联想到这几天总被人跟
梢，便爽朗地笑着满口答应。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陈毅给政治部的军官说，
“闲来无事，想再去合川钓鱼城逛逛，回来后直接去参
加王师长的晚宴”，便和陈梦云、范英士一起离开了军
营。见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军营里也无人怀疑。

下午五时，已经化装成普通群众的陈毅等三人，经
合川青龙桥、较场坝，悄然出现在了县城西郊的立石子
渡口。他们乘木船渡过涪江，抄小路直奔张家桥乡，后
经铜梁到重庆而安全地离开了合川。

后来得知，作为第三师反动势力代表人物的王学姜，
是在一面向蒋介石请示，一面策划先把陈毅控制起来。
他们约定在晚宴上，让王学姜的警卫看他的眼色行事，以
警卫员摔玻璃杯为暗号，躲在包房里间全副武装的军人
一拥而上，绑架陈毅等三人。可最后的结局是“鸿门宴”
计划流产，反动派哪里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

从1926年12月26日到1927年4月2日，陈毅在合
川从事军运工作，时间刚好一百天。他那种为了革命事
业临危不惧的大智大勇，给合川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那首游览合川钓鱼城，留下的《钓鱼城口占》一诗，正是
他革命精神的写照。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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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口去逛钓鱼城
1927年陈毅在合川

机智脱险
□任正铭

在合川钓鱼城城南始关门外不远处，距地表3米的山
崖上，有一处摩崖石刻诗《钓鱼城口占》：“钓鱼城何处？遥
望一高原。壮烈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诗的落款作者是
“陈毅”。

国务院原副总理陈毅元帅曾到过合川？答案是不但
到过，而且还在合川工作了三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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