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们坚持系统化保护、规范化管理、科学化利
用，做大做强红岩红色文化品牌，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渣
滓洞、白公馆重点红岩革命文物，全力打造红岩干部学院
等红色教育高地，生动讲好红色故事，精心推出红色旅游
精品线路，让红岩革命文物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红岩革命文物是红岩精神的实物见证，每一件文物都
十分珍贵，每一个场景都耐人寻味。我们将坚持系统谋
划，一体推进红岩村、曾家岩、虎头岩红色三岩保护，坚持

应保尽保，全面实施歌乐山红岩革命文物保护修缮和环境
整治，确保红岩革命文物保存良好。坚持加强内容建设，
深入挖掘红岩革命文物背后的时代价值，实施歌乐山革命
纪念馆全面改陈，推出高质量特色化的展陈精品，深化拓
展红岩革命文物的教育功能，建好用好红岩干部学院，打
造“互联网+红岩精神知识阵地”，更好地发挥红岩革命文
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
要作用。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幸军：

让红岩革命文物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今天在这里纪念长篇小说《红岩》出版60周年，作为
一个长期阅读和研究《红岩》的读者，我对《红岩》有一份特
别的理解和一种特别的感情。我把我的感受归纳为一句
话：诗与史俱在，以表达我对《红岩》和小说作者的崇高敬
意。

60年来，这部作品经受住了历史和文学的检验，至今
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作品之一。它
所塑造的江姐、许云峰等革命英烈的高大形象，以及他们
为人民大众的幸福生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精神和
牺牲精神，至今仍然激励广大青少年奋发进取。因此，长
篇小说《红岩》又可以说是一部真实记录我们所生活的这

一片土壤上的革命斗争史的史诗作品，至今仍然富有深刻
的历史感和丰富的历史启示。长篇小说《红岩》能够取得
如此重大的成就实属来之不易，能够在出版60年后做到
诗与史俱在更是弥足珍贵！

我们今天纪念长篇小说《红岩》出版 60 周年，除了
要向这部作品和它的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之外，也要
向出版这部作品的出版社和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编
辑表示真诚的感谢。我们在对长篇小说《红岩》60 岁
诞辰表达祝贺的同时，也期望长篇小说《红岩》的经验
和成就能够得到进一步发扬和更新，结出更加丰硕的
成果。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晓风：

《红岩》出版60年后仍做到了诗与史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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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讲述红岩故事 赓续红岩精神
——纪念小说《红岩》出版60周年座谈会部分发言摘登

12月20日，纪念小说《红岩》
出版60周年座谈会在红岩干部
学院举行。座谈会上，《红岩》作
者家属代表、文艺界人士代表、读
者代表等20余人作了发言，畅谈
了《红岩》诞生前后的故事，以及
如何传承弘扬红岩精神。以下为
部分人士的发言摘登（以发言先
后为序）。

□本报记者 兰世秋 赵迎昭

12月20日，纪念小说《红岩》出
版60周年座谈会在红岩干部学院举
行。

《红岩》的两位作者罗广斌、杨益
言是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狱中
斗争的亲历者。1961年12月，两人
合作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经中国
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成为一代又一
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皮钧在分析《红岩》出版
现象时，特别提及一个重要的创举，那
就是《红岩》第一次将个性化的创作与
社会化生产紧密结合，把个人感受与
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紧密结合，把广大
工人、农民、战士等群众作者队伍与专
业化的编辑出版队伍紧密结合，在短
时间内探索出一条新中国社会主义文
艺生产方式的新路。

那么，《红岩》是如何诞生的？为
什么几版《红岩》一直沿用了“红岩青
松”的经典封面？《红岩》的当代价值体
现在何处？重庆日报就此连线了身在
北京的《红岩》现责任编辑叶施水。

一封读者来信促成《红岩》诞生

重庆日报：最早是怎么发现“红岩
故事”的？是如何策划这个选题的？

叶施水：最初的《红岩》缘起于
1957 年 4月，一封来自四川长寿县
（今重庆市长寿区）一名叫赵山林的读
者的来信。

这位读者推荐的题材正是需要的
线索。他所讲的内容和原拟的同类选
题《江竹筠传》相比，涉及的场面、人物
更加丰富。因此，除向这位热心的读
者回信致谢外，我们当时的编辑当即
约稿，半年以后，我们就收到由罗广
斌、杨益言等根据报告整理而成的回
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重庆日报：从早期的《在烈火中得
到永生》，到长篇小说《红岩》，红岩故
事是如何从回忆录走向长篇小说的？

叶施水：当时编辑向作者提出“请
他们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为基础，
加以扩充，撰写成中篇回忆录，出版单
行本”，作者也及时响应，同年将稿件
寄来。

1959年2月，《在烈火中永生》正
式出版。同时，《北京晚报》作了全文
转载。果然不出所料，此书一出，立即
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

1958年11月，了解到四川省的
国庆十周年献礼计划中有罗广斌、杨
益言等创作的《禁锢的世界》（即《红
岩》的前身）。《禁锢的世界》也随之作
为我们的正式选题计划。

重庆日报：从约稿起，《红岩》的诞
生经历了哪些大的调整和修改？

叶施水：从1957年4月中国青年
出版社的《红旗飘飘》丛刊开始向作者
约稿，经历了从小到大、从粗到细、从
真人真事到艺术创造三个阶段：一是

1958年2月，在《红旗飘飘》第六集发
表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
生》；二是1959年 2月，出版了经补
充、增订后的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
三是1961年，从年初到年终，经过为
期一年两易其稿、反复加工整理后的
小说《红岩》出版。

重庆日报：在创作过程中，两位作
者是如何做的呢？

叶施水：在罗广斌、杨益言创作书
稿的过程中，在当时的重庆市委批准
的情况下，两位作者查看了相关的敌
特档案，提审了在押的敌特分子。重
庆市委更是为作者批准了三个月的创
作假，让他们安心创作。两位作者为
了解决创作中出现的问题，还远赴北
京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
馆。

一直沿用“红岩青松”经典封面

重庆日报：《红岩》至今出版过多
少个版本？

叶施水：从1961年出版以来，共
出版3个版本，发行量雄踞我国红色
经典作品高峰数十载，激励了一代又
一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热情。

重庆日报：为什么这么多版《红
岩》一直沿用“红岩青松”的经典封面？

叶施水：小说定名为《红岩》，从宏
观上说，对全稿起到了高屋建瓴、画龙
点睛的作用。这意味着人民革命历史
的再现和时代精神的展示，是前一段
戴着脚镣手铐的自我禁锢的《禁锢的
世界》的结束，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热情洋溢、思想解放的《红岩》的开始。
封面上“红岩”两个标题字，是从魏碑
中选取的，其端庄浑厚的风格与《红
岩》相辅相成。画中朝阳下红色的岩
石上耸立着一棵挺拔的松树，鲜明而
深刻、形象而具体地象征着共产党人
的高尚情操与崇高气节。

在时代洪流中，《红岩》依然
闪烁着不朽光辉

重庆日报：《红岩》的当代价值体
现在何处？

叶施水：1961年12月，《红岩》小
说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62年6月14日，《中国青年报》第四
版开设了“红岩精神赞”专栏。

在小说《红岩》的宣传过程中，第
一次出现了“红岩精神”的概念。当时
的红岩精神，主要是根据小说《红岩》
中的革命志士的事迹来引申和阐释
的。2021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正式发布，
红岩精神被纳入其中。

《红岩》的故事纵然已走过60个
春秋，但革命先烈的精神，永远是后
代学习的榜样，永远成为鼓舞后代的
力量。历史是最好教科书，也是最好
的营养剂，《红岩》的故事放到时代的
洪流中去看，依然闪烁着不朽的光
辉。

“红”了60年的《红岩》
是这样诞生的

《红岩》的故事纵然已走过 60 个春秋，但红岩精神
永远成为后代学习的榜样，永远成为鼓舞后代的力
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红岩》的
故事放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看，依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辉。青
年人可以通过阅读《红岩》，坚守正本清源、重温红色记忆、

领悟党的初心使命、强化责任与担当。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将联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一起

讲述红岩故事，赓续红岩精神，引领广大青少年在接续奋
斗的时代洪流中担当在前、冲锋在前、建功在前，以聪明才
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会，用青春书写无悔于时
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皮钧：

《红岩》激励无数青年的爱国情怀

60年前的12月是长篇小说《红岩》正式发行的时间，
这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小说定稿的那一天，38岁的
父亲罗广斌在手稿上写下了最后一个字，他放下钢笔，合
上稿件，深有感触地对创作伙伴杨益言叔叔说了这样一段
话：“老杨，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其实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
12年前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是他们用生命
和鲜血写成了这本书。”

父亲是带着强烈的情感说的这番话，我们看到了一个
革命者难能可贵的真诚，他在第一时间把发自内心的感谢
送给了生离死别的战友，他知道，历史是一座丰碑，伴随胜

利的献身注定悲壮而惨烈，虽死犹生的战友永远是这座丰
碑上闪耀的诗篇。

此后，父亲的创作欲望丝毫不减，在和中青社责任编
辑张羽的一次对话中，他感叹：“唉！我改出瘾来了，越改
越想改。如果组织上还给我时间，我真想把它全部重写一
遍，我相信那个时候的水平一定比现在更高。”

那些年，我们有幸目睹了父辈们创作的艰辛。这确实
是“一部共产主义的奇书”，更是“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
诗”。感谢这个时代！感谢《红岩》作者，我们铭记《红岩》
这一撼人心魄长留人间的艺术珍品！

《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的儿子罗加：

父亲曾说《红岩》是烈士们用鲜血写成的

60多年前，我的父亲杨益言与罗广斌叔叔，为了把红岩英
烈们的英雄事迹发扬光大，在市委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中国
青年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在文学界前辈及朋友们的关心帮
助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不懈努力，终于将先烈们的革命事
迹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反映在了《红岩》这本文学著作中。

今天，在纪念小说《红岩》出版60周年的座谈会上，我
不由得更加怀念父亲。想起10年前，我们还与父亲一起
参加了《红岩》出版50周年的座谈会，而今《红岩》出版60

周年的座谈会，父亲却不能参会了，但他一生为之宣传的
红岩精神却继续发扬光大。

回忆起当年他与罗叔叔一起写作《红岩》时的那些日
日夜夜，我想起了他为宣传红岩精神，在花甲之年后还不
辞辛劳、不计报酬地走进大专院校、走进中小学去宣讲红
岩英烈故事；想起了他为维护红岩英烈们的形象而进行的
工作……纪念小说《红岩》出版60周年座谈会，或许正是
对父亲最好的怀念。

《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的女儿杨小扬：

父亲一生宣传的红岩精神在发扬光大

《红岩》小说从1961年12月出版
在两年时间里重印多次

印数达到400万册

数说

资料来源：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60年来

《红岩》小说已经印刷177次
发行量高达1170万册

▶12 月 20 日，红岩干部学
院，小说《红岩》出版60周年座谈
会现场。

（本组稿件由记者赵迎昭整理，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首席记者龙帆摄/视觉重庆）

杨小扬

罗加

皮钧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供图）

幸军 （资料图片）

周晓风

《红岩》小说出版60周年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