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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亲自为烈士题写碑文

1957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乘车前往歌乐山中美合
作所，随行的有安保工作人员王处长等。轿车路过一条
小铁路，来到一处公路边停下。周恩来下车后，在工作人
员引路下，沿一条石板路往上走。几分钟后，前面出现一
道大门，上面写有香山别墅字样。

进入大门，工作人员一边走，一边给周恩来介绍：“1939
年，国民党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选中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和渣
滓洞等地设为看守所，成为关押、残杀革命志士的集中营。
香山别墅便是白公馆，原为四川一白姓军阀在郊外的别墅。
这里曾关押过罗世文、车耀先和王朴等烈士。”

从白公馆出来。周恩来一边往下走，一边时而向前
方看，旁边的溪水从山上流下。前面的山坳处，有厂房，
还有冒烟的烟囱，旁边堆了一些垃圾，溪水沟里出现白色
的水泡，时而飘来异味。工作人员见周恩来看得认真，便
说：“那是一个化工厂。”周恩来听后，说：“污染环境的工
厂，一定不要建，已建立起来的要设法迁出。”

周恩来一行上车后，汽车在清静的树林中前行，来到
一岔路口，工作人员指着左边一条公路说：“这条公路上去
几十米的松林坡，就是罗世文和车耀先牺牲的地方……”

那树木瑟瑟的山林，令人触景生情。
罗世文，四川省威远县人。1920年秋，到重庆教会学

校学习英语，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成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为《红岩》英雄许云峰原型之一。1937年回川领
导统战工作。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在成都被捕。军
统局局长戴笠将他押到重庆军统局总部看守所，亲自审
问，妄图诱降，遭严词拒绝。在狱中，罗世文担任秘密成
立的临时党支部书记，坚持斗争。牺牲前，罗世文在一张
纸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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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耀先是四川省大邑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川康特委军委委员。后在成都以经营餐馆为掩护从事
革命活动，引导许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因成都“抢
米事件”被捕，被关押在重庆等地。在漫长的铁窗生涯
中，他怒斥特务的威胁利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车耀先
在《自誓诗》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喜见东方瑞气升，不问收获问耕耘。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车耀先在歌乐山松林坡

壮烈牺牲。
工作人员的声音有些低沉：“两位烈士的遗骨，是

1957年根据特务交代找到的，后建墓合葬。”为纪念罗世
文、车耀先两位烈士，周恩来亲自题写了碑文：罗世文、车
耀先两同志之墓。

汽车拐了几个弯，来到歌乐山下的另一偏僻山凹。
这里的建筑与白公馆稍有区别，四周有围墙，在一条溪沟
上面建有一道大门。这儿就是渣滓洞，原为人工开采的
小煤窑，后成为国民党的监狱。在白色恐怖年代，这里到
处是明岗暗哨、层层封锁、与世隔绝，但革命志士把监狱
当成特殊的战场，演绎出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其中江
竹筠（江姐）就是很突出的烈士之一。

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夜，特务对
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进行大屠杀。据统计，
前后共有300多名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
宝贵生命。

周恩来从渣滓洞出来后，心情有些难过，他对陪同人
员说：“中美合作所要保持原貌，当作反面教材。”

1962年，经《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等人建议，四川省

委、省政府决定在原军统集中营和中美合作所旧址修建
纪念馆。周恩来获悉后作出重要指示：迁出工厂，修建道
路，对外开放。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的白公馆和渣滓洞，每到春天，满山红梅花儿
开，但也在提示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关心百姓油盐酱醋

1957年2月11日，周恩来总理来到重庆钢铁厂视察。
走进车间，周恩来在平炉台上拿起一些铁合金，向车间的负
责人逐一询问化学成分、物理性能和冶炼过程中的作用。

对这些提问，负责人一时有些紧张。陪同的贺龙副
总理笑着对总理说：“你问得那么详细，谁答得上来，看把
人家考倒了。”周恩来真切地说：“不懂就学嘛，要变成内
行啊!”

视察完车间，在工作人员引路下，周恩来来到重钢工
人冉树清、黄荣昌的家。总理心情愉快，有说有笑，屋内
外的气氛很融洽，大家个个喜笑颜开，又是欢笑，又是鼓
掌。周总理和蔼可亲，谈话像摆家常，一会儿问家有几口
人？一会儿又问这屋子是几家人住？得到答复后，周恩
来点了点头。

看到一个胖嘟嘟的男孩子很可爱，总理弯下腰，伸出
双手把男孩抱起来。小孩发出憨态可掬的笑容，周恩来
也十分开心。看见身边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女孩，总理摸
着女孩的头亲切地说：“要好好学习啊！”

总理抱着小男孩里屋外屋走着看着。来到厨房，他

揭开油、盐罐子的盖子看，又把米坛子盖子揭开看，了解
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看到油、盐罐子里装着猪油、盐
巴，米坛子里装着白生生的大米，总理显得很是开心。

交谈时，仍抱着孩子的总理感觉屋子有些窄，便把冉
树清全家招呼到门外，大家一起合影留念。临走时，他还
亲切地与大家握手告别。总理关心百姓的生活，很亲切、
也很周到，令人感动。

3南开校园传出的笑声

这天下午，风和日丽，轿车从沙坪坝南开中学大门驶
入，第一个下车的正是周恩来总理，他步履轻快，精神饱满。

在教学楼前等候的喻校长上前向总理亲切问候。周总理
高兴地连声说：“老熟人了，老熟人了！”喻校长请总理小坐休息
一下，总理含笑说：“不坐了吧，我们还是走一走，看一看！”

周总理对南开学校有着深厚情感，对该校的一屋一
宇了如指掌，他边走边向大家介绍南开的一些历史故事，
同时也听着喻校长的汇报。总理满面笑容，频频点头，他
热情鼓励大家“一定要把学校办得更好”。

沿着步道，周总理来到操场，环视操场后他说：“学校
很重视体育，很重视学生的健康。我的身体之所以这些
年来还不错，就是在中学的时候锻炼得好，这都应该感谢
母校，感谢母校的老师们啊！”

周总理来到津南村口，指着村口的平房说：“这原来
是张伯苓先生的住宅嘛！张伯苓没有追随蒋介石去台
湾，还是对的嘛！”

喻校长向周总理讲了一件事：解放前夕，有人看见蒋
介石垂头丧气地从张伯苓住宅走出来，上车时，光头都碰
在车门上。话音一落，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周总理来校视察的喜讯很快传开，同学们纷纷赶来。
当总理一行来到鱼池边的林荫道时，喜悦的群众把总理围
得紧紧的。工作人员为了总理的安全，在前面开路，周总
理却摆着手风趣地说：“不要喊，他们不会打人的。”

看到来了这么多同学，周总理格外高兴，指着一位身材
魁梧的人问同学们：“同学们，他是哪一个？你们认识吗？”

周总理亲切的话语和慈祥的面容，让同学们立即活跃起
来。有同学脱口而出：“贺龙！”接着大家异口同声地天真喊
道：“贺龙！贺龙！”见状，周总理和贺龙都笑了。周恩来与同
学们问长问短，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要好好学习，热爱
祖国……希望每一个同学为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
民，做一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而努力。”

周总理这次在重庆视察期间，还去了西南师范学院
参观。总理在百忙之中，也要抽时间去学校看一看，充分
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青年学子的关怀。

在周恩来光辉灿烂的革命生涯中，重庆岁月占据着
重要地位。从1955年到1965年，周恩来4次重返故地，
留下历史佳话。而这一次来重庆，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总
理在重庆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他亲切的形象和深切的
教诲，铭刻在山城人民心中，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动力。

（作者系重庆市公安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1957年2月，周恩来与贺龙在红岩村。

周恩来为罗世文、车耀先烈士题写的碑文

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车耀先在歌乐
山松林坡壮烈牺牲，后建墓合葬

周恩来为两位烈士题写碑文
□樊家勤

歌乐山地处重庆市沙坪坝区，山上树木葱葱，山中流水潺潺。在这座山上，有着太多的革命
历史和红色印记，成为一代代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神圣向往。

歌乐山上，有一座特殊的墓地引人注目。这是一座合葬墓，墓主人是著名革命烈士罗世文
和车耀先。78年前，两人在歌乐山松林坡壮烈牺牲。为纪念两位烈士，周恩来亲自题写了碑文。

曾家岩50号门前的周恩来铜像

车耀先 罗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