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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资料

1940年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招待会签名
轴，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重庆博物馆）。1940年11月7日，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
会）在重庆抗建堂举行招待晚会，出席者几乎囊
括了当时重庆各界名流特别是文化艺术名人，
绝大部分留下了宝贵的题名。随后郭沫若将宣
纸横轴装裱，并将签名轴悬挂在重庆天官府街7
号文工会楼下的中厅里，直至文工会解散。
1986年，曾任文工会秘书的翁植耘将卷轴捐赠
给重庆市博物馆。签名轴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文化艺术界爱国进步人士团结一致的
局面，彰显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力量。

◆讲述人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
博士 艾智科

④④

□本报记者 王亚同 实习生 唐靖岚

两页宣纸，留下周恩来、黄炎培、沈钧儒、
陶行知、于右任、章伯钧、邹韬奋等300多位历
史名人的题名。

它是1940年11月在重庆举行的一场招
待晚会来宾留下的签名，见证了周恩来、郭沫
若等在抗战期间的一次重大活动，见证了爱国
人士逐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历史过程。

当时的来宾签名轴，历经岁月沧桑后，几
经周转又回到重庆，现陈列于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成为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被习惯地称
为“文工会签名轴”。

签名轴上有哪些爱国进步人士？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故事？又是怎样辗转回到重庆的？

“文工会签名轴是那段深沉厚重历史的缩
影，是一幅为家国危难奋力呐喊的文化艺术界
名流群像，更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伟大力量的生动体现。”跟随艾智
科的讲述，我们一起进入烽火年代的重庆，探
寻签名轴背后的故事。

一场招待晚会
以文化艺术界为主的400多名人士到场

纵64厘米、横251厘米的签名轴，如今摆
放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三楼抗战展厅，不时
有游客上前观摩辨认。

“翁植耘先生在1983年辨认整理出来的
名单有300余人；我们退休的工作人员在1993
年再次进行了辨认核实，整理出的名单为328
人。”艾智科介绍，虽无法辨认全部人员名单，
但可以确认，这份签名轴几乎囊括了当时在重
庆的重要文化艺术名流和一些军政要人。

什么样的招待晚会可以汇聚这么多文化
艺术界人士？这要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起。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
进一步团结抗战，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
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广结文化艺术界
爱国人士。

武汉失守后，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辗转迁至重庆。第
三厅是进步文化人士聚集的地方，主要负责抗
日宣传工作。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消极
抗日、积极反共活动，对第三厅的钳制与压迫
亦日甚一日。1940年9月，蒋介石突然下令免
去郭沫若的第三厅厅长职务，同时，逼令第三
厅的工作人员加入国民党。

消息传出后，第三厅大多数工作人员表示
与郭沫若同进退，提出集体辞职，斗争十分激
烈。周恩来采取了巧妙的策略进行斗争，他向
国民党方面提出：“这些爱国文化人，你们不
要，我们要！我们请他们统统到延安去！”蒋介
石得知后，不甘心这批重要人才为共产党所
用，下令将第三厅改组为文工会，作为学术研
究性团体仍归属于政治部，并请郭沫若继续领
导。对此，周恩来对郭沫若说：“就答应他吧！
他划定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
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
战时期坚定不移的政治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积
极响应。文工会正是在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
潮的背景下成立，肩负着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

导下巩固和扩大文化艺术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使命。”艾智科说，1940年11月1日，文工会
正式成立，并于11月7日晚，借用中国电影制片
厂新建的抗建堂举行招待晚会。“当时在重庆的
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基本上都受到邀请，出席
者达400余人，并分别在两张宣纸上签名。”

签名代序题跋
两页签名纸成珍贵的历史见证

周恩来、黄炎培、沈钧儒、陶行知、于右任、
章伯钧、阎宝航、邹韬奋、邓初民、陈望道、张申
府、冰心、黄少谷、阳翰笙、李公朴、史良、曾虚
白、田汉、冯乃超、洪深、茅盾、老舍、郑伯奇、马
宗融、翦伯赞……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记
者隔着恒温玻璃罩，在签名轴上仔细辨认题
名。一个个题名，或整齐而列或见缝插针，字
体或遒劲有力或婉约风雅。这些签名者不仅
是历史的见证人，更是历史的参与者、推动者。

“当周恩来步入会场时，招待人员请他在
宣纸靠左最前面签名，周恩来谦逊地把名字签
在了最右边靠后的位置。”艾智科说，随着签名
的客人越来越多，两张宣纸很快写满，事后工
作人员将这两张宣纸装裱，周恩来的签名就出
现在整个签名轴的正中。

签名轴上名字写得最小的是文学家老舍，
还有一位与众不同的签名者是日本反战同盟

会的绿川英子。艾智科介绍，据翁植耘回忆，
当晚的招待会仅设置签名台两个，各放一张大
宣纸，因此400多位来宾有一部分人漏签。横
轴裱成时，郭沫若加题了“政治部招待陪都文
化新闻界晚会来宾题名”和“二十九年十一月
七日于纯阳洞电影制片厂”两行字。招待会召
开一个多月后的12月21日，郭沫若和田汉在
轴上又各赋七律一首，并加说明裱在一起。

“郭老诗中的‘笔剑无分同敌忾，胆肝相对
共筹量’，田汉诗中的‘紫电银涛发四檐，一时
群彦见毫纤。果然酒令如军令，敢说枪尖逊笔
尖？’生动地描写出了晚会的空前盛况和热烈
气氛，充分表达了参会者的政治热情和抱负，
也是对蒋介石妄图笼络控制爱国进步人士阴
谋的一次绝妙反击。”艾智科说。

统一战线宝贵历史文物
几经辗转“定居”重庆

“招待会后，签名轴一直悬挂在重庆天官
府街七号文工会的中厅里。”艾智科介绍，1945
年4月1日，文工会被迫解散，在安排善后工作
时，郭沫若和冯乃超将签名轴等文物交给翁植
耘保管。

新中国成立后，翁植耘一直将签名轴谨慎
保管。1985年9月3日，重庆举办纪念抗战胜
利四十周年文物资料展，签名轴再次出现在山
城重庆，引起广泛关注。1986年，翁植耘将在

渝展出的签名轴原件捐赠给重庆市博物馆（即
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签名轴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
局领导下，文工会组织的一次重要统战活动的
见证。它见证了当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团结一致，彰显出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力量，对新时代更好地开展
统一战线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如此众多不分党派行业的名流，同时出
席一个招待晚会，实属罕见。”艾智科感慨地说，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笔为刀枪、以文为
子弹，为民族存亡而疾声呐喊，为共同目标而奋
力向前，凸显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
艺术界统一战线的巨大魅力和磅礴力量。

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结
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
夺取事业胜利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党克敌制胜
的重要法宝。《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统一战线列
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重要历史经验之一。

艾智科表示，签名轴见证了在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为民族解放振臂呐喊、浴血奋斗的历
史；如今，它也必将见证全体中华儿女在中国
共产党的带领下，凝聚共识、团结一心，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
生动局面。

笔剑无分同敌忾 胆肝相对共筹量
300多位各界名流签名轴见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空前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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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青

“三江四廊”文化线路、“一核三片”文化区
域……在重庆，历史文化就是你脚下的路。九龙
半岛上，有两根高耸入云的烟囱，那是重庆发电
厂。七十年前落地于九龙坡时，贺龙为之剪彩。
曾经，两根烟囱吞吐烟雾日夜不休，为重庆发展
提供不竭动力。如今，烟囱已然“熄火”，但作为
几代重庆人的精神坐标、重庆发展的历史见证，
重庆发电厂以公园之“用”保存下来。

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等，是城
市生命的一部分。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
发展的关系，是每座城市必须回答的问题。近日，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关于在城
乡规划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
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对各级各类历史文化资
源进行合理利用，坚持以用促保，实现永续传承。

重庆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共有数千处地
上文物。这些历史建筑具有极高价值，但在现实
中，有许多历史建筑却“沉剑埋名”，隐身于城市
各个角落，鲜为人知。对这些历史文化资源进行
活化利用，以用促保，无疑是一着让历史文化活
在当下的妙手。如“百年老巷”山城巷，在“微更
新”中保留了明清以来的院落、吊脚楼等历史建
筑，留住了宝贵的“母城”记忆，赢得了多方点赞。

以用促保，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目的，是第一
位。这就需要把握好“用”的尺度，避免破坏性开
发、毁灭性“保护”。以用促保，不能对文物建筑本
体造成破坏，更不能拆真建假，但可以在保持原有
外观风貌、典型构件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加建、改
建和添加设施等方式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要。如
渝中区的鹅岭二厂，从废弃的印刷厂变为集文商
旅于一体的文化创意园区；沙坪坝区的重庆大学
设计创意产业园，从“工业锈带”蜕变为“发展秀带”
等等，都是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利用。

以用促保，要善用各方力量。历史文化遗产
特别是建筑遗产所拥有的种种价值，只有在合理
利用中才能持续体现。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
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如因地制宜开设博物馆、
陈列馆、艺术馆等公共文化场所等，既能给社会
经营者带来经济效益，又能给使用者带来独特体
验，最重要的是能唤醒“隐身”的历史建筑，使其
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重庆不缺历史，更
不缺文化。通过以用促保，必将让更多历史文化
活起来，让“老重庆”焕发新生。

要活用历史文化资源

□张燕

7月24日在渝闭幕的第四届西洽会发布
了一则消息：“2022福布斯中国消费活力城市
榜”中，重庆位列第三，排名仅次于北京和上
海。一座西部之城，消费繁荣度持续提升，跻
身前三，令人振奋。

真实的消费场景，往往最能体现消费活
力。“昨天，我在洪崖洞深刻体会到了什么是人
山人海。不来重庆，真的是没办法想象这种景
象。”一位来渝企业家如此感叹。近来，重庆促
消费硬招频频——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23条、促进消费恢复发展19条、进一步释放
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30条……数字在
变化，政策在加码，山城火力全开。

政府今天的举措，能否直接表现在明天的
消费数据上？也许没那么快。但信心，远比黄
金更珍贵。这些政策的出台，让人们不由得开
始憧憬起“烟火气”，期待经济社会的全面回暖。

决心够大，人们底气就足；力度够大，企
业信心就足。这就是政策的魅力。它传递出
的信号，是更好的预期。消费的意义，并不局
限于经济层面，还延伸到了社会层面。一旦消
费意愿被激发，整个市场就会活跃起来，各行
各业都能从中受益。由此带来的叠加效应、连
锁反应，便是市场的回暖、生产的提振、市民
获得感的提升。

数字最有说服力。今年1—4月，重庆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36.59亿元，同比名
义增长 2.4%，在同期全国社零总额同比下降
0.2%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了正增长。不难看出，
重庆消费的繁荣，很具韧性。不确定性是变
量，消费需求是常量。作为一张巨大的网络，
它囊括了商品和服务，将个体、商户、企业、政
府全部纳入其中。消费的凝聚力和带动力，非
同寻常、作用持久。

人们要看清这一趋势，也要接纳这一结
果。消费繁荣，代表着经济活跃、市场广阔、选
择多元、机会充沛。任何一个行业、企业甚至
个体，都有可能从中寻找到一个“机遇”，挖掘
出一个“爆点”。新业态、新模式，在这样的环
境里最易诞生并壮大。

我们重视的“创新”，也会被消费所刺激。
当市场的氛围热烈起来，当人们的心态舒展开

来，技术的更迭就会“如虎添翼”。市场的持续
刺激，比单一依赖于技术人员、能工巧匠“甘坐
冷板凳”，更可持续。

机会，往往垂青有准备的城市。不妨把重
庆当下的努力，当成面向未来的积淀。以此为
契机，围绕建设国际购物、美食、会展、旅游、文
化“五大名城”，以统筹实施国际消费资源集
聚、国际消费载体提质等“十大工程”为重点，
在优化消费供给、做优核心商圈、创新消费模
式、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上下功夫，加
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融入国内国
际双循环中实现更大作为。

消费繁荣，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练好发
展基本功，下好政策及时雨，让消费这辆“马
车”提速前行，定能在稳预期的同时，推动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

消费繁荣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国家出台了堪称“史上最严”的未成年人防沉迷管理规定，相关游
戏运营企业也从技术层面设置了“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但一些不法分子无视“防沉迷系统”，
通过非法手段，大肆向未成年人租售网络游戏账号，并提供代刷人脸认证等“一条龙”服务从中非
法牟利，形成了面向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黑灰“产业链”。 （据法治日报）

□卢春花

日前，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重庆市
地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地名命
名与更名、文化保护等内容进行了重点规范，
将解决地名管理体制不顺，地名命名和更名
随意、任性等问题。

一处地名，不仅是地理信息的标志，也
常蕴含着漫长悠远的文化和故事，凝结着集
体情感与记忆，甚至传承着一城的历史文
脉。重庆许多地名，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
值与人文内涵。比如“七星岗”原名是“七星
缸”，源于此地设有古人按照北斗七星式布
置的消防用水石缸，上世纪20年代水缸拆除
后仍保留“七星岗”一名。还有因老水井距
离住处正好十八步石梯而得名的“十八梯”，
因皇帝御赐而得名的“天官府”等等。

用法治守护地名，能更好让地名文化滋
养城市文脉。如果说乡音是亲切的声音，那
地名就是亲切的文字。试问，当“少小离家老
大回”的游子，回到家乡，看到回忆中的街道
巷陌还是老名字，找到“来处”和“归处”的心
情该是何等激动？当下，因为城市扩大、市容
改变、道路拓宽等原因，一些城市的老地名也

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条例》提出“具有重要历
史文化价值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用制度
守护老地名，守护民众归属感，无疑能让更多
人留住城市的乡愁与记忆，让城市更有温度。

用法治守护地名，可有效防止权力的任
性。不少地方的老地名，因为部分城市管理
者个人的喜恶、政绩的需要、“地方形象”的考
虑等原因，被任性更改，让许多市民们感到“很
受伤”。须知，地名一改，户籍、房产证等诸多
信息都要跟着改，会给市民造成极大不便。因
而，改地名不能一时兴起，更不能拍脑袋决
策。《条例》明确规定“地名依法命名后不得随
意变更”，通过法律约束，来防止任意改名。

一些地名频繁更改的背后，是命名缺乏
历史文化背景、民意基础。因此，防止频繁更
改地名，还应从源头抓起，规范地名命名，坚
持依法命名、科学命名、公众命名。地名的命
名，既要注重挖掘本地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特
点，创造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地标”；也要听
取和尊重民众意愿，问名于民，畅通当地民众
发言献策的渠道；还要避免为了图方便，粗暴
地命名为“一路”“二路”等。只有建立科学民
主的命名、改名流程，依法命名、规范改名，才
能让地名深入人心、经久流传。

用法治约束任性改地名

投稿邮箱：cqrbpl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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