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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八条”:
红岩英烈永不褪色的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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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 李伶俐
□ 长江师范学院 刘珏伶

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上的
渣滓洞和白公馆，一直在来重庆旅行者
的必去清单上，近日更是成了热门景
点，人们到这里重温党史故事，凭吊烈
士英灵。

歌乐山烈士陵园位于歌乐山脚下，
与之相隔两三公里的地方曾是国民党
关押革命者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最
多时这两所监狱共关押了300多人。
1949年9月至11月底，国民党溃败在
即，命令特务分批屠杀狱中革命志士，
陵园内长眠的正是这两所监狱中被屠
杀的革命志士。

从四川赶来烈士陵园悼念的群众
魏华先说，她被《红岩》小说中烈士们的
英勇事迹所感动，到陵园向烈士们致敬
是她长期以来的愿望。1961年，正是
这本由“11·27”大屠杀幸存者罗广斌
任作者之一的《红岩》小说的出版，向广
大群众展示了狱中革命者的英勇斗争，
揭露了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的疯狂
屠杀。

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
叛徒出卖被捕关进渣滓洞监狱楼上七
室，后转关入白公馆监狱。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
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而彼时，作为国民党指挥中心的重
庆尚未解放。不久，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传到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被关押在这
里的革命志士为之振奋。

听到这个消息，白公馆监狱平二室
牢房里，罗广斌与难友们扯下红色的被
面，凭想象用草纸和饭粒制作了五星红
旗，他们将红旗藏在屋角的一块地板
下，准备等重庆解放时举着红旗迎接解
放。

罗广斌期盼着早日出去，因为他身
上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向党报告
狱中的情况。

罗广斌被关渣滓洞监狱时，同室的
张国维直接领导过他的工作。张国维
认为，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
领，所以罗广斌是最有可能活着出去
的。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
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
告，从此罗广斌肩负起了这项特殊的任
务。

在狱中，罗广斌积极参加斗争，他
留心观察，利用放风等一切机会，设法
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同志们
也充分信任他，推心置腹，提供情况和
意见，有时候还三三两两地进行小型讨

论。在积极收集大家情况和讨论的同
时，他也目睹了因叛徒出卖尤其是领导
干部叛变对革命队伍造成的重大损失。

1949年国民党在溃败前夕，命令
特务分批屠杀狱中革命志士，这其中以
11月 27日晚开始的屠杀最为惨烈。
自9月6日至重庆解放前，共有300多
名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群众被国民党
屠杀，这当中包括人们熟知的江竹筠、
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他们的幼子“小
萝卜头”等人。原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
的二女儿车毅英曾回忆，重庆解放时，
她怀着仅有的一丝希望去寻父亲，只看
到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
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
松林坡上三个大坑，满是尸体，血水横
流。在有“渝西第一峰，山城绿宝石”之
称的歌乐山上，哀号声遍野。

当渣滓洞的屠杀火焰还在燃烧之
际，已被转关入白公馆的罗广斌带领十
多位难友，冒死突围。

重庆解放后，带着难友们的嘱托，
罗广斌奋笔疾书，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
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在重庆解放后的
第25天，他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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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也是最重要
的一部分内容，是牺牲在渣滓洞、白公
馆的革命志士在生命最后一刻向党总
结出的八条意见。

“狱中八条意见”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

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

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

“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

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这八条意见虽然简短，却发人深

省、意义深刻。它虽是针对当时情况提
出的，但至今仍未失去光辉。在今天，
它所提出的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
内教育、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经
济、生活作风问题等，仍是我们党加强
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内红岩魂陈列
馆的二楼，详细地展示着“狱中八条意
见”和其产生的过程，这八条意见也已
成为前来学习的党员干部们必学的内
容。

歌乐山上忠魂犹在，“狱中八条”历
久弥新。

□ 长江师范学院 刘珏伶

走进红岩魂陈列馆的二楼，“狱中
八条意见”全文内容格外显眼地展示在
十来平方米的半面墙上，在它前面一个
个玻璃柜里封存着的，是革命志士们的
遗物。

70 多年前，罗广斌代表死难烈士
提出了“狱中八条意见”，这八条意见从
领导干部、党建工作、革命路径等方面
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它是在
共产党人跌倒、流血的地方铭刻下的警
戒标志，熔铸出的殷殷嘱托，饱含着革
命志士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和对党的
绝对忠诚。这寥寥数语，不仅是他们奋
斗经验的总结，还是他们对失败教训的
深刻思考，更是他们对新中国和即将全
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衷心希望，至今
仍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触摸着这些文字，我的心隐隐作

痛，可每每凝望，又都让我感动不已。
在红岩魂陈列馆里，作为讲解员的我每
天都会给大家讲述这八条意见背后的
故事，观众中有许多是来自各地的党
员、青年团员。我翻阅资料，向前辈们
请教，不断优化自己的语言，努力讲好
每一个故事。因为我知道，我只有尽可
能生动详细地讲述，才可以让每一个走
进这里的人，从简短的文字里体会革命
志士的忠诚和希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狱中八
条’作为烈士们临终前给党留下的血泪
嘱托，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它的部分内容与当前的从严治党、强力
反腐不谋而合，它正在新时代党的建设
中发挥着新的作用。“狱中八条”已经成
为重庆各级党组织、党员开展主题教育
的重要课程，更融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
党、培育党内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的
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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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罗布次仁 王沁鸥

“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
拉。你有一个花的笑容，美丽姑娘卓玛拉。”

一首广为流传的《卓玛》，唱出了对藏族
女性美好形象与品质的赞颂。在西藏，女性
常被称为“卓玛”，也常被取名为“卓玛”，“她”
的形象早已在祖国大江南北深入人心。

但在这个符号中，谁是“卓玛”？“卓玛”
是什么模样？塑造她们的，又是怎样的力
量？

翻开历史，踏遍雪域，我们寻找“卓玛”，
也聆听“卓玛”背后的西藏故事和时代变迁。

当“卓玛”走出牛棚
德庆卓玛今年65岁了，她母亲的名字

里也有“卓玛”两个字。
在西藏传统文化里，“卓玛”代表了女神

的形象。德庆卓玛猜想，或许家里的长辈，
希望孩子能受到“卓玛”的保佑。

只不过，命运一开始并没有眷顾她们。
母女俩都出生在牛棚里，并且一出生就是贵
族庄园里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

1959年之前，西藏仍实行着政教合一
的封建农奴制。德庆卓玛和母亲便是原克
松“谿卡”（“庄园”）的农奴，这是当时噶厦政
府噶伦－－索康·旺青格勒在山南的六个庄
园之一。302名农奴每天承受着沉重的差
役、劳动，换来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
至毒打。

那时的德庆卓玛，骨瘦如柴，头发凌乱，
只能住在牛棚里，晚上常常就睡在牛蹄边
上。

1959年3月，命运的转折来临。中国共
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打碎
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

草原、雪山……“卓玛”的家乡从此走进
了光明的新时代。

德庆卓玛也终于走出牛棚，她的家
乡——现山南市乃东区克松社区当年率
先进行民主改革，被称为“西藏民主改革
第一村”。

“不住在牛棚里了，牛棚里的牛还分给
了我家一头。”德庆卓玛说，那时，她的妈妈
不敢相信，自己和女儿竟然分到了土地、房
屋、牲畜。

社会制度的变革，带给妇女以及所有在
旧西藏处于下等等级的群体真正的解放和
平等。曾经，《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等旧西
藏法典规定，妇女属于“下等下级人”，其“命
价”为一根草绳。

1959年，这些法典均被废止。
后来，德庆卓玛上了村里开设的小学。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生产效率逐步提高，
她家也和村里许多其他人家一样买了拖拉
机。农忙时节，社区还会无偿给群众提供农
机具，解决群众春播秋收问题。

于是，牛用不上了。围着农田和牛棚打
转了大半辈子的德庆卓玛，过上了新的生
活。

现在，她的3个女儿都在距她家近15分
钟车程的山南市区工作，其中大女儿和女婿
做起了运输生意。克松农业机械化率已达
98%，不少农民不再需要一年到头守着土
地，就近务工经商成为时尚。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克松投资近
4000万元，启动“生态文明小康示范点”建
设，整修排水、照明、绿化系统，修建便民服
务中心、农家书屋等。2017年，克松社区所
有贫困户实现脱贫；2020年，社区人均年收
入达到2.5万元。

德庆卓玛说，她是家族里第4代出生在牛棚里的
孩子。

“孩子们不会再这样了。”她说。

当“卓玛”见证发展
民主改革之后10年，一个叫卓玛的女孩在珠峰

脚下的日喀则出生。现在，她是西藏气象领域里的顶
尖专家。

又过了10多年，一个叫斯朗卓玛的女孩降生在
藏东山谷中的昌都。后来，她成为西藏第一代铁路
人。

一个望向天空，一个脚踏大地，是什么让山里的
“卓玛”走到了高原发展的最前沿？

1986年，卓玛考入被誉为“中国气象人才摇篮”
的原南京气象学院。“当时，学院连续招收了几届民族
班，这是国家为边疆民族地区培养专业人才。我们那
几届学生，现在都是西藏气象界的骨干了。”她说。

毕业后，卓玛被分配到定日县气象局锻炼，那是
距离珠峰最近的气象站。无论风霜雨雪，站里的观测
员都要定时观测数据并发报，精确到秒。凌晨时分，
在寒冷的珠峰脚下，卓玛看着在站里坚守了十几年的
老前辈趴在地上，一个刻度一个刻度读着数据，忽然
间明白了气象工作者承担的责任。

“我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农牧民的收成和人身安
危，一分一毫不能出错。”卓玛说。

而让斯朗卓玛明白责任之重的，是2006年她在

站台上迎接第一列进藏火车开进拉萨的一刻。
今年40岁的斯朗卓玛记得，她小时候上小

学，先要翻山越岭徒步3天，再站在卡车车斗里颠
簸1天，才能从村里到达县城。后来，她考上内地
西藏班，还要再坐车、坐船，经过十天半个月才能
到达初中所在地湖南岳阳。

尽管求学之路艰辛，但斯朗卓玛说：“没有去
内地上学，就没有我的今天。”

20世纪80年代，根据西藏人才奇缺、教育基
础相对薄弱的实际，国家做出在内地举办西藏班
（校）的决策。1985年9月，以藏族为主体的首批
西藏小学毕业生到内地学习，开启了西藏教育新
模式。

在湖南上学的4年里，斯朗卓玛因为山高路
远，没回过一次家。加上村里那时不通信号，以致
父母一度以为，“女儿出去上学给上丢了。”

回忆往事，她感到既好笑又心酸。
2001年，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铁路开工建

设时，斯朗卓玛正在读高中，她听说西南交通大学
要招一批西藏学生，为青藏铁路培养人才，就毫不
犹豫填了志愿。

虽然要继续远离家乡，但她抱定决心：“毕业
的时候，我想见证火车开到家乡。”

青藏铁路通车至今，斯朗卓玛一直在拉萨火
车站工作。车站周围在她刚来时是一片农田，现
在已发展成为拉萨高新技术开发区。

目前，西藏铁路运营里程达954公里，公路通车里程
破11.7万公里，全区乡镇、建制村公路通畅率分别达到
95%和75%。

每年，斯朗卓玛在车站迎接八方来客，也会送走一批
特殊的旅客——前往内地求学的学生。许多学校都与客
运站开展合作，为学生统一购票、送车。

“真羡慕现在的他们！”斯朗卓玛感慨万千，“但看着
他们去远方，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来自不同行业的这两位卓玛，是西藏女性地位不断
提高的缩影。

在旧西藏，“勿予妇女议论国事之权”是写入法典的
律条。如今，西藏有了女法官、女律师、女飞行员等，女性
公务员占公务员总数的33.3%。

西藏女性已真正撑起了“半边天”。
“我常常会想起母亲为我取这个名字的原因。”站在

显示卫星云图的屏幕前，已是西藏自治区气象局气候中
心气候监测与评估室首席专家的卓玛说，母亲希望叫“卓
玛”的女孩要善良勇敢，即使个人力量微小，也要尽力助
人。

这些年，卓玛参与气象资源普查、气象灾害风险普查
等重大项目，让气象事业进步成果惠及高原科学研究、经
济生产和千万家庭。

“30年了，我想，我通过自己的工作，正实现着母亲
的期望。”卓玛说。

当“卓玛”望向未来
“90后”姑娘洛桑卓玛决定从事模特行业的时候，母

亲与她大吵了一架。
她大学学的是法律，去台上走“猫步”，在母亲眼里有

些不务正业。
而13岁的牧区姑娘多吉卓玛刚开始踢足球时，父母

也告诉她：“女孩子要有女孩子样。”
“卓玛”的梦想，要坚持吗？
洛桑卓玛说，她从小热爱模特这个行业。去陕西读

大学时，她自作主张报名模特培训，连学费都是借的；毕
业后靠走秀、代课，自己还上了钱。2011年，她参加第25
届世界超级小姐大赛，一举获得中国区总决赛第4名。

2016年，她在家乡拉萨创立了一家少儿模特和美育
培训机构。

在没人尝试过的领域创业，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洛
桑卓玛一开始担心家长群体不接受模特这个行业，后来
又面临师资不足的挑战。带学生参加比赛前，她常常整
夜整夜地熬，确认妆发、服装等细节。有学生上场前在后
台哭，她把选择权交给了孩子：“你好好想一想，你想不想
走到台上？”

“我很看重孩子的独立和自信。”洛桑卓玛说，自己很
幸运，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她希望她的学生们也可以找
到这份热情。

哪怕是想尝试在大多数人眼里不属于你的领域，也
可以。

在海拔4300多米的当雄草原上，多吉卓玛正坐在
自家的牛群间出神。她喜欢足球，但父母并不怎么支持。

她只有一双很硬的靴子，放牛和踢球时都穿它，在足
球兴趣小组，教练还提醒她说，穿这样的鞋运动容易受
伤。

学校老师很支持多吉卓玛。她就读的拉萨市当雄县
龙仁乡中心小学开设了足球、篮球、旱冰、舞蹈等多个兴
趣小组，还正在筹建女足队。校长巴桑次仁说，他希望孩
子们能全面发展，至少培养一项爱好。“这样，他们不仅能
更好地融入社会，也能更快乐地生活。”

建在牧场上的乡级小学，音乐、美术、计算机等专业
教室一应俱全，这在西藏已成为趋势。“十三五”时期，西
藏教育音体美课程教师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学数理
化生课程教学计划完成率达100%，中学理化生实验课
程开出率100%。10年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西藏
已累计投入1656.89亿元，年均增幅17.96%。

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也鼓励着年轻人勇敢
追梦。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西藏市场主体已达到
36.5万户，5年间增长1.3倍，创业潮方兴未艾；从2012
年至今，西藏已有超过4000名大学生在内地实现就业，
传统的西藏毕业生就业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洛桑卓玛接到很多学生家长发来信息说，孩子接受
基础的模特训练后，变得敢于表达观点和展示自己了。

她自己后来也发现，母亲把她的获奖证书放在了家
里的显著位置。

她的工作塑造美、传播美，但在她心里，美没有单一
标准，美是包容与尊重，是对自己的认可。

“我的名字是‘卓玛’，这代表了一种有能量的女
性。”洛桑卓玛说，“希望我也能让更多年轻人拥有追梦
的勇气。”

在北方的牧场上，龙仁乡中心小学一年一度的足球
联赛要开始了，多吉卓玛准备出发，妈妈走上前来笑了
笑，递给她一双崭新的球鞋。

球场上刮起了风，吹得人脸有些生疼，但球场边的
观众席早已被占满。穿上新球鞋，多吉卓玛叫上女生伙
伴，加入了男孩的队伍。

这是学校的特别规定，七人制的比赛中，每个队至
少要有2名女队员。她们和他们，一起奔跑在海拔
4000多米的高原上。女孩的热爱，被小心呵护和鼓励
着。

“卓玛，卓玛，向前跑啊！”观众们呐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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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朗卓玛（左）和同事在拉萨火车站合影（3月
22日摄）。 新华社记者 旦增尼玛曲珠/摄

▲ 多吉卓玛参加学校的足球兴趣课
（3月9日摄）。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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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卓玛（左）在健身房上搏击课（3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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