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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揭秘三三一惨案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匡丽娜

1927年3月31日上午，重庆通远
门打枪坝广场，重庆各界群众两万余
人正在举行反对英美炮击南京市民大
会。

“砰砰砰……”突然，人群中响起
尖锐的枪声，混在人群中的大批军警、
便衣特务用手枪、马刀、木棒、铁尺等
凶器，射杀和追砍手无寸铁的群众。

会场秩序顿时大乱。一时，枪弹
呼啸，刀棍交加，许多人躲避不及，倒
在血泊之中，死者三百余人，重伤者七
八百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这便是四川军阀刘湘与蒋介石勾
结，制造的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左派国民
党人和爱国群众的大血案——三三一
惨案。这一惨案的发生导致大革命运
动在四川转入低潮，也是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案？三三一
惨案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了全国党
史研究领军人物、重庆市地方史研究
会会长周勇，踏勘了部分历史遗迹，揭
开了一段峥嵘岁月的光辉记忆。

革命洪流澎湃和革命力量
增长，引起反动军阀和反动势力
恐慌

为什么会发生三三一惨案？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周勇

认为，一方面，1926年底1927年初，
随着北伐的顺利推进，蒋介石集团在
掌握军权及在国民党内政治实力进一
步巩固基础上，反共反革命真面目日
益暴露。

另一方面，四川革命运动的迅猛
发展，左派力量的日益壮大，尤其是泸
顺起义的爆发以及綦江、涪陵、南川等
地农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崛起，极大地
削弱了四川军阀的势力。

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
委员会成立，四川党组织有了第一个
统一的领导机关。同时，在中国共产
党的推动下，重庆成立了由共产党员
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国民党四川临时
省党部，实现了国共合作。

“革命洪流的澎湃和革命力量的
增长，引起了以刘湘为首的反动军阀
和各种反动势力的恐慌。”周勇说。

1927年3月24日，英美军舰炮击
南京，打死打伤平民2000余人。消息
传到重庆，民众愤慨，中共重庆地方执
行委员会决定由“重庆工农兵学商反
英大同盟”出面，于3月31日举行抗
议英美暴行的市民大会。

但是，国民党右派却趁机散布“共
产党要暴动”，市民要焚烧英、美领事
馆和教堂等谣言。为此，英、美领事馆
决定撤离侨民，并把锚于重庆港的军
舰褪下炮衣、生火待发。

刘湘决定借此机会着手镇压这场
革命活动，并指使所部第三师师长兼
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第七师师长蓝
文彬策划具体镇压措施。

3月31日上午，通远门打枪坝广
场，一场上千人死伤的惨案由此发生。

“怕什么！百年的老公鸡
只死一回”

“树棻，你听说没有，明天会场上
他们会有大动作，你就莫要去了！”

“怕什么！百年的老公鸡只死一
回！”中年男子摆摆手。

“明天你就不要出门了吧！”中年
男子的妻子苦苦劝说。

“不用害怕，不打倒军阀，白活着
也没有意思，何况不一定发生意外，你
放心好了。”中年男子拍拍妻子的手，
安慰说道。

中年男子没有接受朋友和妻子的
劝说。1927年3月31日凌晨，他趁一
直守候在身边的妻子疲倦得睡着的时
候，悄悄起身，赤着脚，提着鞋，深情地
看了看妻子和幼小的女儿，毅然决然
地走向了会场。

这位男子便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
（左派）执行委员漆南薰，作为大会主
席团成员之一，他要去通远门打枪坝
广场，参加反对英美炮击南京市民大
会。

然而，这一去，漆南薰却再也没有
回来。在三三一惨案中，他被暴徒殴

伤后，拖至两路口荒郊，用大刀剁成数
段，弃于荆棘杂草之中。

“漆南薰是三三一惨案中牺牲的
四川国民党左派革命家，也是一名著
名经济学家。”周勇说。

周勇介绍，漆南薰，又名漆树棻，
江津人。早在五卅运动期间，他编写
出版的《帝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一
书，就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本质
以及中国落后之根源，不少知识青年
读了此书后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漆南薰回川任《新蜀报》
主笔，并在共产党创办的中法大学任
教。其间他与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
会及刘伯承等保持着密切联系，热情
宣传革命，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
斗争。

“共产党人的故事不是艺术
创造，而是信仰的真实写照”

“呯！呯！呯！……”1927年 4
月7日凌晨，渝中区二府衙70号，一
阵低沉而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大门应声而开，来者环顾四周，见
四下无人，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包裹交
给开门人，一番耳语后匆匆离开。

包裹里有一枚戒指。见状，屋中
的老者顿时老泪纵横，一旁的年轻女
子当场晕倒在地。

送包裹者是一名狱卒，戒指的主
人是杨闇公。就在一天前，1927年4
月6日，三三一惨案后被捕的杨闇公
在佛图关被残忍杀害。这名狱卒受其
精神感召，冒死将杨闇公的遗物送交
其家人。

“杨闇公牺牲的时候，只有 29
岁。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是我党早期军事工作的优秀领导人，
是四川早期党组织的杰出领导人，是
重庆人民优秀的儿子。”周勇说。

史料记载，面对敌人的利诱和严
刑，杨闇公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军阀
残忍地割去了他的舌头，丧心病狂地
挖去了他的双眼，还砍断了他的双
手。最后他身中三弹，牺牲于佛图关。

“对于杨闇公牺牲的情景和细节，
我曾经以为是艺术的创造。”周勇称，
1991年，他到杨闇公家乡——当时的
四川省潼南县任县委副书记。为深入
研究那段历史，他曾发动群众，在全县
收集到一批杨闇公的珍贵文物，还原
了历史的真实场景：

杨闇公牺牲后，家人将其遗体暂
厝于重庆江北相国寺内，请来照相馆
师傅为他的遗体拍摄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杨闇公就义后平躺在木板
上的侧面照，白色衬衣，深色西裤，全
是血迹和泥土。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
看到他脸上的伤痕，平放着的右臂以
下没有手。

另一张是杨闇公家人将其遗体清
洗洁净、穿上西式礼服后，让其斜靠在
椅子上拍摄的正面照片。眼上、脸上、
嘴上的伤痕清晰可见，左右手臂以下

均无手。
如今，这两张资料照片均

存放于杨闇公旧居陈列馆

之中。
1987年潼南人民将原来埋葬在

双江镇黄家沟枣子湾的杨闇公，迁葬
于城郊尖山子新建的杨闇公烈士陵
园。当时现场照片清楚地显现，棺木
打开时，杨闇公烈士遗骸没有手骨。

这便是军阀残忍、烈士壮烈的铁
证！

“杨闇公牺牲的故事如此惨烈地、
真实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令人震撼。
这让我知道了，杨闇公被割舌、挖眼、
斩手而牺牲，决不是艺术创造，而是历
史的真实，更是信仰的真实写照！”周
勇说，这些史料，真真切切地证实，在
这个世界上，真有杨闇公这样大义凛
然，视“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共
产党人。

“‘念及大众同胞痛苦，不得
不尔’，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担当”

随着采访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先
烈的故事鲜活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其
中，有一人名叫冉钧。

冉钧，江津人。1920年与邓小平
等一起，由重庆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
经李立三、聂荣臻介绍加入社会主义
青年团，后来转为中共党员。1925
年，他奉党中央之命回到重庆开展革
命斗争。

1926年2月，四川党组织的领导
机关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
冉钧负责组织工作。

三三一惨案现场，冉钧在工人纠
察队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跳城墙脱
险，藏匿于江北。

深夜，他为了通知幸存的同志脱
险，并销毁党的秘密文件，又渡江回
城。行前有的同志要他隐蔽，他痛心
地说：“（陈）达三、（漆）树棻都当场牺
牲了，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偷活着呢！”

4月1日上午，他与任白戈一道去
团地委书记刘成辉家，准备约刘去找
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研究惨案的善后
工作，在途经七星岗时，被刘湘的便衣
认出，当即遭到枪杀。

冉钧牺牲时，年仅28岁，还没有
结婚。牺牲前，他曾给弟弟写信道：

“母老家贫，余不能顾及，有负期
许。但一念及大众同胞痛苦，不得
不尔……望弟好自为之。”

“‘念及大众同胞痛苦，不得不
尔’，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担当。”周勇敬
佩地说。

“我们应该像他们那样，
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为人民
服务”

3月19日，在周勇等专家的指引
下，记者来到渝中区七星岗寻访三三一
惨案遗址。

沿着七星岗通远门城墙一侧的小
路往里走几百米，那里矗立着三三一
惨案纪念碑。只见高高的红色花岗石
平台上竖立着一只硕大拳头的雕塑，
五根手指紧紧攥着，充满愤怒的力量，
似乎在向世人控诉反动派的罪行。

纪念碑是 1987 年由四川美术
学院设计，重庆造船厂制作，为纪念
三三一惨案六十周年而竖立的。

众人在纪念碑下献上鲜花，肃立
默哀，深深三鞠躬，向死难的烈士和同
胞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哀思。

在城墙公园背后，记者找到了打
枪坝。经历百年沧桑巨变，打枪坝原
貌已难寻，渝中区把那一片地区作为
历史街区的一部分进行打造。现在，
打枪坝的一角被辟为打枪坝休闲广
场，作为居民的一处休闲之地。

广场进口的青砖门坊上有一副对
联：“忆往昔，打枪坝内忙演练；看今
朝，绿荫树下好悠闲。”

站在这里居高临下，凭栏远望，一
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座座桥梁横跨
两江，一条条道路在眼底下伸延……
当年先烈的遗愿早已化为现实，让人
感慨万分。

“正是当年那一批批共产党人，心
怀坚如磐石的信念，无私奉献，至死不
移，不懈奋斗，才有今天民族复兴、人
民幸福的美好现实。我们应该像他
们那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为
实现重庆的新跨越，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周勇说。

本报讯 （记
者 匡丽娜）3 月
18日，重庆市地方
史研究会会长周勇
披露了收藏于中央
档案馆的杨闇公祭
文。1927 年 4 月
11日，即杨闇公牺
牲五天之后，父亲
杨淮清率领家人在
江北相国寺内祭奠
杨闇公时，撰写并
诵读了这篇祭文。
原文如下：
尚述英灵：

初五惨况，家
中均已尽悉。但托
诸友营救，连日苦
无善果，家人痛心，
匪言可及。

惟尔生前富贵
不能淫，临难威武
不能屈。知尔为国
宣劳，为党牺牲，日
来含笑着大礼服印
我脑筋。尔之精神
不死，九泉故无遗
恨矣！

我垂死老朽，
尔无我念。尔当有
灵，日常拥护尔颁
白 苦境之老娘，
青年单向之少妇，
岁半弱女，月半孤
儿，安康平福。

目睹尔最后之
光荣，释我愿耳！

今 须 与 尔 永
别，不久我亦当与
尔见面于地下也！

民国十六年阴
历三月初十

淮清率家人痛
书

“这是一篇白
发人送黑发人的祭
文，惨痛悲愤，情透纸背。这更是
一篇革命者前赴后继的宣言，撼人
心扉，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周勇说，他第一次读到这篇祭文
时，热泪难抑。

“‘尚述’是杨闇公的字。”周勇
对祭文做了详细的解释：文中开头
便称“尚述英灵”，是父亲杨淮清对
儿子最沉痛的悼念，也是最深情的
呼唤。

“惟尔生前富贵不能淫，临难
威武不能屈。”这是父亲杨淮清对
儿子一生的评价和最高褒奖。意
思是“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为
国为民不辞辛劳、不懈奋斗的共产
党员。而今“你”为国捐躯，为党牺
牲了。“你”身着大礼服而含笑九泉
的形象，将永远地深深地印在

“我”的脑海之中。有“你”的
精神永垂不朽，因此即使命
赴黄泉也没有遗憾。

“我”已经老了，“你”
不必挂念。但是，“你”的
在天之灵，一定要好好
地经常地保护照料“你”
那头发花白的母亲、年
轻守寡之媳妇，尤其是

“你”那岁半的女儿和
月半之儿子，让他们
能安康平福。“你”的
牺牲是“你”和“我们”
全家最大的荣光。

“最后一句尤为
催人泪下。”周勇称，

“我们今天与你永
别，不久我亦将与你
相会于地下，再续父
子之情！”

祭文的原件于
上世纪30年代由中
共中央交共产国际
代管，上世纪 50年
代，当时的苏联交回
中国，现收藏于中央
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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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杨
淮
清
撰
写
祭
文
首
次
公
布

三三一惨案发生地——打枪坝旧址。

三
月
十
九
日
，渝
中
区
七
星
岗
三
三
一
惨
案
纪
念
碑
，人
们
敬
献
鲜
花
，向
死
难
的
烈
士
表
达
无
限
的
哀

思
和
敬
意
。

记
者

郑
宇

摄\

视
觉
重
庆

漆南薰

杨闇公

冉钧

陈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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