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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校史馆墙上有三份女师院学生
的学籍档案复制件。它们之所以能享受上墙
展示的校史荣光，恰是因为档案主人的光荣身
份：白色恐怖时期的重庆地下中共党员。她们
虽然没和江姐有直接合影，但校史资料记载，
她们正是江姐直接领导下的女师院地下党支
部成员，分别是：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1944级
国文系的王育为，1946级教育系的赖松，1948
级史地系的罗玉清。其中的赖松，还是江姐与
女师院的重要联络人，后来也是支部书记。

这些女大学生究竟怎么跟江姐发生联系，
江姐有着怎样具体的学运风云呢？根据校史
资料，翻阅大量口述回忆，特别是前面提到那
本《江姐真实家族史》等书籍，风云年代的激荡
青春渐渐展露真容。

中断四川大学学业
来重庆负责学生运动

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也简称“女师院”，时有回忆文章也称重庆女
师院），1940年9月创办于江津白沙镇，是抗
战时期全国唯一的女子高等学府。抗战胜利
后，学校于1946年迁到重庆九龙坡——现四
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内。1950年10月，女
师院与位于沙坪坝区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
并组建为西南师范学院。

江姐与女师院的正式联系始于1947年。
全面内战已经爆发，重庆天空乌云密布。

迫于时局，1946年5月，原本在重庆的中
共中央南方局跟着周恩来同志暂迁到了南
京。这年8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撤销。1947
年3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勒令中共四川省委和
新华日报全部撤回延安……革命形势陡然严
峻。本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江姐根据党的安排，
中断学业，回到重庆，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负
责重庆的学生运动。党史资料记载，江姐直接
联系的正是位于黄桷坪的女师院、育才学校和
位于南泉的私立西南学院。

1947年4月，受重庆市委指派，江姐直接
去女师院与一位名叫赖松的女学生接头。

女师院诞生于抗战之中，学校民主空气浓
郁。这时，执掌女师院的是第二任院长劳君展
教授。劳君展曾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新
民学会会员，留学欧洲时，曾师从居里夫人，是
居里夫人的第一个中国女弟子。劳君展的丈
夫是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夫妻二人都是周
恩来熟悉的爱国民主人士。而这位赖松正是
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委员会委派、与党有联系
的进步女青年。1946年秋，根据党的安排，赖
松考进女师院教育系，目的就是便于党组织依
托她开拓这里的学运工作。赖松没有辜负党
组织的期望，一入女师院，便行动起来，首先在
新生中结识了汪盛荣等几个进步同学，抱成一
团，发行进步报刊，积极酝酿民主运动。

1946年12月底，北平传来女大学生沈崇
被美军强奸的消息后，南方局青委的兰健同
志化名刘敏，配合重庆市委的彭咏梧和江姐
等寻机在全市展开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在
兰健（刘敏）的直接领导下，赖松在女师院迅
速组织进步同学开展宣传鼓动，率先在全校
掀起“抗暴”浪潮，女师院也因此成为全市学
生运动的“火车头”，所以也就成为江姐重点
联络的对象。

江姐一提问
接头人就“顾左右而言他”

但江姐奉命前去联系时，一开始却受到赖
松的怀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当时党组织虽然把赖松的工作关系
直接转到了重庆，但她还不是正式党员，而在
此前的2月，兰健（刘敏）已不幸被捕，赖松本
人也一个多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江姐的突
然来访，不能不引起赖松的警惕。丁少颖先生
的《江姐真实家族史》讲述了这样的细节。

1947年4月的一天，江姐走进女师院，探听
到了赖松的住址。两人一见面，见周围无

人，江姐对赖松说：“刘敏姐姐问候
你。”赖松听了心里一愣：“刘敏是
兰健的化名，可兰健姐姐已失去
自由了呀，怎么还会问候自
己？这来人是不是有诈？”接
着，江姐又和蔼地问一些问
题，赖松依然“顾左右而言他”，
推诿着，深恐落入敌人的圈套。

与赖松比，此时的江姐早
已是成熟的红色特工。看见赖

松不相信自己，反而觉得安慰，这
样的警觉，更能说明赖松值得信任。

过了几天，江姐觉得已给足了时间让赖松
思考和猜测自己，没必要再等了，就又去了一
次女师院。江姐把赖松引到一处僻静无人处，
介绍了新华日报社撤走后重庆党组织的恢复
等机密情况，对赖松说：“2月27日的突然袭击
（指1947 年的一次抓捕。作者注），是蒋介石
搞全面内战阴谋的公开显示，我们党也早已有
了准备。但是，党的公开机关被逼走，的确给
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不便。现在，党中央传来了
迎接革命高潮的指示，我们再不能坐等了，得
做好准备，把学运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以实
际行动迎接胜利。”

其实，自从上次见面后，谨慎的赖松发现
并没有被暴露的迹象，江姐此番谈话又说出了
党的机密，所以她消除了疑虑，顿时有了找到
亲人般的喜悦，就详细向江姐汇报了女师院的
情况。江姐听后说：“女师院的学运工作的确
在全市起到了‘火车头’作用。新生在学校的
影响一般是较小的，但你们却依靠新生在短期
内打开了局面，连学生自治会也掌握在手里
了，这很了不起。你把工作做得这么有成绩，
党组织非常高兴。从这次与你的联系看，你表
现出的沉着稳重，同样令我觉得你成熟了。”赖
松听了有些不好意思。江姐微微一笑说：“从
你介绍的情况看，学校的进步势力还不够坚
强，也缺乏严密的地下核心组织，只有公开的
临时领导机构，可是一旦这仅有的临时机构遭
到破坏，我们的工作就会被动甚至瘫痪。你觉
得是不是？”赖松信服地连连点头。

“你想过该怎样完善吗？”江姐和气地问赖松。
赖松思索了一会儿说：“想过，总觉得学校

没有直接的党组织指导，像没有底气似的。”
江姐高兴地抓紧了赖松的手，说：“有头

脑！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呢。这么大个
女师院，没有党的组织啷个行呢？”

赖松一听顿时兴奋地急问：“是不是要很
快派人来？”

江姐又笑了，说；“没有派的，我们就不能
自己建么？跟我谈谈你对党的看法、认识和你
的经历，可以吗？”

赖松一听，霎时激动起来。她意识到了江
姐这样说话的含义。

两人再次接头时，江姐慎重地对赖松说：
“赖松同志，我们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党组织
考验你已经很久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上级
批准了你的入党要求，而且不要候补期，是正
式党员。我做了你的入党介绍人。赖松同志，
祝贺你！”那一刻，赖松的激动无以言表，只觉
得喉咙发哽，热泪盈眶。江姐又说：“只你自己
入党还不够，我们还要在女师院吸收其他成熟
的好同志加入党组织。女师的进步同志不少，
考察这些同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发展女地下党员十多人
建立了党支部

从这以后，赖松更经常与江姐接头谈心，
研究工作。江姐常用在川大时的经验，指导赖
松如何在学生中做工作，嘱咐赖松保持沉着，
注意与群众的关系，教她如何保护学生领袖，
既有效地发动学运又隐蔽自己。赖松既沉稳
又机敏，在江姐的悉心指导下，她通过完善学
校的核心进步组织，认真考察和考验了几个积
极分子，陆续吸收他们加入了党组织，终于成
功地建立了女师院党支部。

从此，女师院的学运有了一个隐蔽于学
生群众中的极富战斗力的领导核心。江姐在
重庆负责学运期间，在女师院发展了地下党
员十多人，除中共女师院支部外，还建起了党
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六一社”源自1947年
的6月1日发生的“六一大搜捕”，这是国民党
反动派在正面战场之外，对付共产党开辟“第
二战场”的一次全国范围内大搜捕，大量进步
师生被铺入狱，后来经过党和民主力量等多
方援救，大部分学生都被释放。重庆市委决
定把这部分进步力量组织起来，成立党的外
围组织。一开始，这个组织叫“民主青年联合
会”（简称“民青”）等名字，彭咏梧和江姐都觉
得这样的名字政治色彩太浓，容易引起敌人
的注意，便决定各学校的类似组织都统一改
为“六一社”。

“六一大搜捕”事件之后，支持进步学生的
劳君展被撤掉了女师院院长职务，取而代之的
是反动的张邦珍院长，她开始打压女师院进步
师生。江姐亲自找到杨蜀翘和赖松，指导她们
发挥地下党支部核心作用，机智勇敢地和反动
校长斗争，还发起全校性的“驱张运动”。这在
《西南大学校史》中得到了印证。

这，就是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档案馆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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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新发现的史料照片摆在面
前。我知道，它不仅填补了西南大
学校史，甚至也填补了红岩革命历
史的一项空白。因为照片有一个几

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名字——江姐，但这
张照片却迄今鲜为人知。

正因为鲜为人知，照片的发现也相当不
易。

从江姐的故乡四川自贡发现

本为查证一位校史英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西南大学渊源之一，以下简称女师院——作者注）
走出的抗美援朝烈士杨肖永的家史，在其姐姐、同为
女师院学生、也曾赴朝参战且依然健在的杨凌羽给
笔者写来的口述材料中提到，她和妹妹杨肖永与江
姐的表妹杨蜀翘曾住在同一个学生寝室：“江姐的表
妹杨蜀翘和我是同一宿舍，她读历史系，我和她在重
庆九龙坡小学教书时就认识。她是地下党派来的，
比我略高，人很瘦。她介绍我去工农夜校工作，给

‘识字班’讲课，我当时并不知道工农夜校是地下党
的组织。我们寝室住着八个人，四个中文系的，一个
家政系的，一个历史系的（杨蜀翘），一个音乐系的是
我妹妹，还有一个记不得了……”

之前，我心里一直有个谜团：除杨肖永和杨凌羽姐
妹外，她的两个亲弟弟后来也报名参军并走上朝鲜战
场。杨家兄妹如此进步，是否受过进步力量的引导？
这份口述中提到的“江姐的表妹杨蜀翘”或许就是线
索。于是，几番“顺藤摸瓜”下来，不仅搞清了杨蜀翘的
身份，还不经意间在江姐的故乡——自贡市的广播电
视台官网一条推文中发现了这张珍贵的资料照片。

之所以说它珍贵，是因为就笔者视野所及，此前虽
然知道江姐曾在重庆领导地下学生运动，学校档案馆
也有几位据说是她发展起来的地下党员的学籍资料，
但苦于没能找到江姐和大学生在一起的直接证据。

而这张照片注释中明确指出：江姐在重庆女师
院培养的地下党员或“六一社”成员，左起江姐的表
妹杨蜀翘、江竹筠、刘德新、刘晓岚。透过这张发黄
的黑白老照片，不难看出，江姐确实是小说《红岩》、
电影《烈火中永生》以及歌剧《江姐》等作品中描绘的
那种经典形象：个头不高，身材娇小，穿旗袍，外套薄
毛衣开衫，面相和蔼，笑容可掬，还透出一种温存而
干练的气质。几位女大学生也像今天“追星族”般，
笑得十分开心。

数十位江姐的身边人可佐证

关于照片的真伪，笔者做了进一步考证，终于在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江姐真实家族史》一
书中找到同样的照片，图注也完全一致。该书作者丁
少颖，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历任《知音》杂志主
编助理、良友杂志社总编辑、《知音·海外版》编辑部主
任和知音传媒集团执行主编，该书是丁少颖采访了数
十位江姐的亲人、朋友、同事及后人而写成的纪实文
学作品，资料可信。根据图注名字，笔者也在西南大
学档案馆查到了杨蜀翘、刘德新、刘晓岚3人的名册
表、成绩卡等学籍档案。其中的杨蜀翘进入女师院
时，已被江姐发展成中共党员，解放后，她曾任成都华
美女中校长和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郑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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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奉命来重庆 发展了十多名女党员

江竹筠和在重庆女师院培养的地下党员或“六一
社”成员。（左起：杨蜀翘、江竹筠、刘德新、刘晓岚）

江姐

照片为我们固化了历史瞬间。
4位年轻女生神态自若，满面春风。谁会想到，

她们身处的年代有着那样的血雨腥风。
和几位大学生战友一样，江姐——江竹筠一直

在历史的深处微笑着。
那样的真诚而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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