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 年 10 月 ， 中 央 红 军
（又称红一方面军） 实施战略转
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
千里长征。

1935 年 1 月初，中央红军攻
克黔北重镇遵义，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
治局扩大会议，拨正了革命航
向 ， 打 开 了 中 国 革 命 的 新 局
面。为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
开，1 月 10 日，红军第一军团攻
占贵州桐梓县城后，林彪、聂
荣臻、左权等派先头部队向新
站、松坎、綦江方向推进。1 月
21 日，红军第一军团 8000 余人
在周恩来、董必武、左权、朱
瑞等领导下，从松坎出发，到
达石壕镇。红二团也于同日到
达石壕。红军在石壕驻扎两天
后，经黎园坝向赤水进军，同
时留下一支精干的部队活动在
习水寨坝与江津四面山之间，

以警戒江津方面出动尾追红军
的敌军，以保障土城党中央指
挥机关的安全。四面山距离土
城直线距离 30 里，该部前出部
分已抵近四面山东南边沿。

1935 年 1 月 28 日，土城战
役打响。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是
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尾追我军
的川军两个团，保障下一步顺
利北渡长江。经过连续几个小
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
后来从抓获的俘虏番号中才发
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尾追的
敌军不是两个团而是四个团六
千多人。多出的敌军两个团，
是郭勋祺旅从江津白沙星夜增
援上来的。郭部其余的四个团
此时经白温 （白沙至温水） 通
道 源 源 不 断 疾 行 赶 来 加 入 战
斗。我军始料不及，因此造成
被动局面。土城战役失利，红
军伤员因此进入四面山养伤。

中央红军进入江津四面山

红军伤员伤愈离开四面山前夕，为了感谢老乡救命之恩，在洪
海村通往山外道路涉水而过的溪涧上修建了一座木质便桥，以保
障乡亲们过往安全。解放后，此桥被命名为红军桥。

唐树田孙子唐文祥向史料追寻者介绍四面山红军手迹发现的经
过。红军手迹藏于唐文祥左手处墙体正中开挖的小洞中，外砌青砖
与烟筒隔开，以保证不会发霉腐烂。为了保护历史遗迹，他在此老
屋附近修造了新房屋，命名“红军山庄”，开办农家乐奔上了小康。

红军伤员在四面山疗伤时期藏身的岩石寨遗址，位于今四面山
洪海景区码头南6里处。四面山四面乡洪海村 （今四面山镇林海
村）村民唐树田一家保护了在此疗伤的7名红军伤员。

1936 年在四面山养伤的红军战士吴贞和于 2007 年来唐家谢
恩。唐树田的儿子唐安华时年 78岁，他谢绝政府关怀，拒吃低
保。一年后，唐安华逝世，逝世前留下口头遗嘱：唐家后人不能因
为唐家先人曾经帮助过红军而向政府要求优待照顾。照片中的吴贞
和年近九旬，这位老红军来唐家谢恩后不久逝世。

四面山红军手迹。唐树田于1935年4月秘藏，后来在唐
家老屋发现，由唐树田之子唐安华无偿捐献给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经鉴定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命名为“四面山红军
手迹”。图为第一页（左）和第二页（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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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图见证江津党史

艰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

1892 年，漆南薰出生于四川省
江津县李市乡一书香门第。他自幼
聪颖好学，在江津中学读书时，在
家中墙上奋笔题写岳飞的爱国诗
篇，抒发救国之志。后转入成都府
中学堂，与郭沫若同校，他学习成
绩优秀，对政治的兴趣很浓。

这一时期，像大多数青年学生
一样，漆南薰开始把自己的前途与
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如何摆
脱受帝国主义奴役的悲惨命运。他
的思想不局限于狭窄的范围，行动
也不拘泥于一般的斗争，而是走上
了学以致用、实业救国的道路。

1915 年 ， 漆 南 薰 远 赴 日 本 ，
入 京 都 帝 国 大 学 经 济 学 部 学 习 。
学习期间，他着手搜集有关中国
近代经济资料，努力以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期望从
中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和医治民
族创伤的良方。

以笔为戎投身爱国运动

1924 年，漆南薰学成归来，在
上海政法大学任教。两年后，他回
到重庆任 《新蜀报》 主编。他竭诚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新闻战
线上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义
无反顾的战斗。几乎每天，他都会
写一篇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祸
国殃民罪行的“时评”及其它文
章。这些文章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反
动军阀的要害，道出了人民大众的
心声。

1926 年，北京“三一八”惨案
发生后，他担任“北京惨案重庆后
援会”委员，并投身抗议运动组织
工作，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
军向时俊师政治部主任，培训了大

批青年参加革命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

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
烈，漆南薰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愈
来愈深刻地认清了国民党右派对中
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在 1926 年夏季
以后发表的大量文章中，他系统地
阐述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的三大政策。与此同时，作为国
民党重庆市党部 （左派） 执委会常
务委员，他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并
肩战斗，当时，与他联系的就是刘
伯承元帅。

为打倒军阀而壮烈牺牲

1927 年 3 月 24 日，北伐军进占
南京，英美为阻止北伐军胜利进
军，炮击南京，制造死伤数千人的

“南京惨案”。重庆各界群体在中共

重庆地委 （即当时省委） 的领导
下，决定于 3 月 31 日在打枪坝举行

“重庆各界反对英帝国主义炮击南
京市民大会”，漆南薰被推选为大
会主席团执行主席。

当时，反动军阀扬言要杀害他
与杨闇公等，漆南薰毫不畏惧，把
生死置之度外，他说：“不打倒军
阀，活着也没有意思。为打倒军阀
而死，重于泰山，死有何憾？”

历史应当永远铭记 1927 年 3 月
31 日这一天，漆南薰正登上主席
台，准备主持大会时，被潜伏在会
场的暴徒开枪击中。暴徒用马将其
驮至浮图关兰文斌师部，验明正身
后敲掉了他的牙齿，割掉了他的舌
头，用大刀把他头颅砍下，身体剁
成数段，弃于荆棘杂草之中。其遗
骸三天后才被悄悄收起，装殓后运
回家乡安葬。牺牲之时，漆南薰年

仅 35 岁。
“薰风百代生南国，菊酒浮觞

献俚词。”1963 年，郭沫若在漆南
薰妻子凌树珍七十岁生日时，这样
题词道。

薰风百代生南国，南国之乡在
江津。革命烈士漆南薰正是诞生于
斯 ， 长 眠 于 斯 。 1982 年 11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漆
南薰为革命烈士。1987 年，为纪念

“三三一”惨案发生六十周年，江
津县委、县政府重建漆南薰烈士墓
园。1992 年、2000 年，重庆市人民
政府两次命名重庆“三三一”惨案
——漆南薰烈士墓为重庆市文物保
护单位。

时光匆匆，数十年弹指一挥，
绿树掩映下的烈士墓已经有了岁月
的痕迹，但漆南薰烈士的精神却永
远留在了后人的心中。

薰风百代生南国 浩气长存寄神州
—— 缅 怀 漆 南 薰 烈 士

记者 袁孝椿 廖秋平 通讯员 吴娇霖

漆南薰漆南薰

漆南薰烈士墓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李市场上场
口，占地 2 亩。从江津区李市镇高速下道口向左
前行500 米，便来到此地。

墓园四周种有松树、柏树等树木，春夏之
交，一片葱茏景象。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映入眼
帘的是一块 3.5 米高的纪念碑，上有聂荣臻元帅题
词“漆树棻烈士永垂不朽”。碑后的平台正中是用
花岗岩石砌成的漆南薰烈士坟茔。旁书挽联一副

“丹心照日月，碧血洒神州”，并刻有漆南薰烈士
生平简介和郭沫若题词。

漆南薰，又名漆树棻，是 20 世纪 20 年代颇有
影响的经济学家，新闻战线上英勇顽强的反帝反
封建战士。在大革命时期的重庆，他与共产党人
亲密合作，为民呐喊，抨击军阀，是国民党左派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在 1927 年“三三一”惨案
中，漆南薰被反动军阀当场杀害，血洒渝州，为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他的一生，是艰苦探索救国道路的一生；他
的一生，是投身革命奋笔疾书的一生；他的一
生，是视死如归气贯长虹的一生……他高尚的品
德和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大
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漆南薰烈士墓聂荣臻元帅题词“漆树棻烈士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