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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将军手枪忆忠魂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刻——做亡国的奴隶，还是

用生命去抗争？

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静静

陈列的一把手枪，就是当时最

有力的回答。

此枪为国家一级文物，美

国造，马牌，长 20.5 厘米，重

1.2 千克，枪号 80292。这把手

枪的主人是赵尚志，东北抗联

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与杨靖

宇并称“南杨北赵”。

1908 年，赵尚志出生于

辽宁省朝阳县，1925 年进入

哈尔滨许公中学读书，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白山黑水，朔风割面。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历史

上抵御外侮至为悲壮的一支

部队——东北抗联，开展了长

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他们不仅要以死相搏、突

破日伪军层层围剿，还要直面

挑战人类极限的恶劣生存条

件，在极寒冰冻、缺衣少粮、弹

药断绝中赓续民族烽火。

九一八事变后，赵尚志投

身抗日斗争，历任中共满洲省

委军委书记、珠河反日游击队

队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

长等职，指挥了攻打五常堡、

宾县和冰趟子伏击战等著名

战斗。日寇对他闻风丧胆，无

奈感慨“小小的满洲国、大大

的赵尚志”，悬赏万元通缉，叫

嚣“一两肉一两银，一两骨头

一两金”。

日寇对赵尚志制定了恶

毒的诱捕计划，侦知他在萝

北、鹤立和汤原活动，令特务

刘德山以收山货为名，寻找抗

联并打入内部。

1942 年 2月 12日，凌晨。

原计划袭击梧桐河金矿伪警

察分驻所和警备队的赵尚志，

背后遭遇刘德山的黑枪，腹部

中弹受伤。他忍着剧痛回身用

手枪连射两枪，当场击毙刘德

山。伤重难行的他，将文件包

交给战友并命令撤退。

据敌伪档案记载，重伤昏

迷被俘后，赵尚志仍不屈斗争。

面对日伪军审讯，他怒目而斥，

“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

卖了祖国，还不觉可耻吗？”“我

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我就

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

受伤八小时后，英雄血

尽。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

颅请功，将遗体抛入松花江

冰窟中。

在残酷的斗争中，东北抗

联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大

多战死，仅军以上指挥员就牺

牲 30 多位，占半数以上，有的

身陷重围战斗到孤身一人壮

烈牺牲，有的受伤被俘遭剜目

割舌砍头，仍坚贞不屈。

1948 年，东北烈士纪念

馆建馆，当地公安人员找到了

赵尚志将军生前使用过的手

枪献交，成为镇馆之宝。

为纪念英雄，哈尔滨市新

城大街更名为尚志大街，他战

斗过的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

他牺牲的村子更名为尚志村。

将军血荐轩辕，转瞬已近

八十载。抗联老战士李敏生前

数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每

次谈及逝去战友都泪流满面：

“我们弹尽粮绝被日伪军围困

了三天三夜，几个刚刚突围的

同志忍不住趴在沼泽里喝泥

水，结果没喝几口就被追来的

敌人打死了。树皮、草根在最

孤绝残酷时期，也成了‘奢侈

品’；因为缺少子弹，每一粒

枪弹和补给都要从敌人手中

缴获，战斗时要同时背几条不

同的枪 ；密营为防止暴露不

能生火，许多战士生生冻掉了

手脚……”

然而，这些有名的和无名

的英雄却从未退却，在黑土地

上前赴后继，留下层层鲜血浸

泡过的颜色，镌刻下“抗联从

此过，子孙不断头”的誓言，挺

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回望历史，可以凝聚民

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东北烈

士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解中，人

们或低首致敬，或凝神长思。

                  （据新华社）

六面碰壁  一诗明志
“六面碰壁居士”，一位

曾经叱咤风云将军的狱中

自称。

从 1941 年到 1945 年，

新四军军长叶挺遭遇了

“六面碰壁”的扣押。他以

“六面碰壁居士”之名，写

下一首名为《囚歌》的诗，

道出了心声——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

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

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

给你自由！……”

1941 年 1 月 4 日，安徽

泾县寒风呼啸。

此时，虽然国民党屡屡

挑起摩擦，但共产党一直以

抗战大局为重。十几天前，新

四军军长叶挺率军及所属部

队 9000 人，由安徽泾县云岭

出发，沿事前经国民党军事

当局同意的路线北移。

次日，行至茂林地区，

猝不及防的新四军，遭到国

民党军 8 万多人围攻。

叶挺与战友们被迫还

击，激战 7 昼夜，弹尽粮绝，

除约 2000 人突围外，一部分

被打散，大部分壮烈牺牲或

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

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

国民党诬蔑新四军叛

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这

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

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

周恩来满含悲愤，挥毫质问：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身为新四军军长，叶挺

被“交军法审判”，从此开始

长达 5 年 2 个月“六面碰壁”

的生活。

《囚歌》中写道 ：“我

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

爬出！”

对于这位有着大将之

才的军长，国民党顽固派既

心虚，又忌惮，以各种威逼利

诱的手段劝降。

叶挺起初被关押在江

西上饶集中营，后来被转移

到桂林七星岩一个山洞里，

之后又被转押到重庆。这期

间，许多国民党大员和“社会

名流”前来“拜访”，以高官

厚禄等劝他“识时务”。叶挺

的态度则一如他的名字 ：挺

直不弯。

1942 年写在重庆歌乐

山红炉厂秘密囚室墙上的

《囚歌》，结尾视死如归：“我

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

永生。”

1944 年 1 月，叶挺被押

至湖北恩施。

湖北省恩施市文物局

讲解员杨蕾介绍说，在恩施

两年多的软禁生活里，叶挺

顶着经济来源被断绝的压

力，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带

领家人在这里开荒种地、饲

养畜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

自己。

当年他亲手植下的茶

树，当地群众称作“将军茶”。

党中央一直关注叶挺的

安危，不断与国民党交涉。直

到 1946 年 3 月 4 日，叶挺终

于获释。出狱仅 10小时，他就

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我囚禁

期间，就有了这个决心”。

毛泽东亲手修改润色

了批准叶挺入党的复电。电

文写道 ：“欣闻出狱，万众欢

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

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

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

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

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

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

问与欢迎之忱。”

复电抬头，毛泽东修改

两次才定稿。

这个抬头是——亲爱

的叶挺同志。

         （据新华社）

“为什么有些领导干部后

来会出现问题？”

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前

馆长厉华说 ：“其实在‘狱中

八条’里早有警示 ：放松学

习、不做实际的工作，逐渐在

思想上脱党 ；官架子大，脱

离群众 ；经济、恋爱等私生

活混乱……”

72 年前，诞生在黑牢里

的“狱中八条”，是关押在重

庆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人

“最后的嘱托”。

72 年来，它时刻警示后

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作风建设入手、打虎拍

蝇惩治腐败，扎紧从严治党的

制度笼子，党的建设更加制度

化、规范化。

建党百年之际，重温“狱

中八条”，以警示之言，继遗

志，启新程。

鲜血写下的嘱托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

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 ：

“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狱中

八条’时，就被其巨大的力量

所震撼，字里行间包含的那种

革命先辈对党的热爱，那种直

言无忌、开门见山的坦白，那

种勇于自我反省、自我革命的

精神令人动容，让我坚信我们

的党将永葆生机！”

在重庆红岩村的办公室

里，朱军向记者展示了“狱中

八条”全文，讲述了这份报告

的由来。

从 1948 年起，被关押在

白公馆、渣滓洞里的共产党人

有感于重庆地下党组织被敌人

破坏，三次武装斗争的失败以

及叛徒与革命者鲜明的对比，

开始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

1949 年 11 月 27 日，

300 多名革命志士被先后杀

害。逃过大屠杀的共产党员罗

广斌在重庆解放后凭借记忆

整理出同志们在狱中提出的

意见。

1949 年 12 月 25 日，他

写成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

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

中共重庆市委。

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

中心讲解员刘帅介绍，报告总

字数约3万字，现存2万多字，

“狱中八条”由报告的第七部

分“狱中意见”提炼而成，共八

条 3000 余字。

1989 年，重庆市委党史

研究室原副主任胡康民在重

庆市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

并加以整理和挖掘，这就是现

在为人熟知的“狱中八条”。

第一条 ：防止领导成员

的腐化 ；

第二条 ：加强党内教育

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

第五条 ：切勿轻视敌人 ；

第六条 ：重视党员特别

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

活作风问题 ；

第七条 ：严格进行整党

整风 ；

……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

管理中心主任马奇柯说 ：“身

处黑牢，直到生命最后，革命

者都还在为党的未来谋划，

生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经验

教训不能被组织吸取，这份忠

诚，让人泪目。”

警示忠言发人深省
多年来，由红岩联线文化

发展管理中心排演的“红岩魂

形象报告展演”不断在各地演

出。厉华说，巡演的最后一幕，

台上演员们齐声朗诵狱中八

条，每念一句，全场观众就鼓

掌一次，掌声经久不息。

“‘狱中八条’有这么大的

吸引力，关键在于它有强烈的

现实针对性！”重庆市委党校

教授张新华说。

党建、党史专家们认为，

“狱中八条”主要聚焦党内三

方面问题 ：防止党员领导干

部作风和腐化问题 ；严防理

想信念动摇 ；严格进行整党

整风。

张新华说，“狱中八条”头

一条就提出“防止领导成员的

腐化”，第六条又特意强调要

“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

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这与当前从严治党、强力反腐

的要点不谋而合。

“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今天要抓住

‘关键少数’的重要性，也能够更

好体会强调严私德、高压反腐的

重要意义。”党史专家、重庆市地

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

新时代，凝聚新力量
“仿佛是对红岩烈士嘱托

的回应。”马奇柯说，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

生动实践，进一步强化了党的

领导核心作用，使之成为各项

事业的根本保障。

“打虎”无禁区：2020 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

了 18 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

查的消息 ：福建省委常委、省

政府副省长张志南，公安部党

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文化

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李金早等相继落马。

“拍蝇”不手软 ：2020 年

1月至 11 月，全国共查处民生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10.46

万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14.95 万人，其中党纪政务处

分 9.2 万人。

教育不放松 ：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

不断加强党的建设。2020 年

1 月至 9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

帮助和处理共 133 万人次。

新时代，“狱中八条”成为

开展党史学习、党性教育的重

要内容，为开启新征程凝聚新

力量。

2020 年以来，红岩精神

特色思政课“红岩革命故事展

演”已在重庆、武汉等地 100

余所高校和机关企事业单位

演出，现场观众超 10 万人次，

网络点击量达 300 多万人次；

在重庆红岩党性教育基

地，“狱中八条”成为必修课，

在白公馆、渣滓洞现场教学，

开设 1583 个班次，全国各地

6 万多人次党员干部接受了

精神洗礼 ；

近年来，每年来白公馆、

渣滓洞参观旅游的游客超过

1000 万人次。越来越多年轻

人显示出对学习“狱中八条”

的浓厚兴趣。清明前夕，由西

南大学“学行”大学生党史宣

讲团的数十位青年大学生拍

摄的《狱中八条》微党课走红

校园……

朱军说，今年，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今天

的共产党人一刻也不能忘记

烈士的嘱托。   （据新华社）

忠诚 与 背 叛
—— 说到每个党员心里的 “狱中八条”

参观者在红岩魂陈列馆听讲解员讲“狱中八条”（资料照片）

西南大学“学行”大学生党史宣讲团拍摄“狱
中八条”微党课 （资料照片）这是收藏在重庆市档案馆，由罗广斌撰写的 《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