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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重庆，是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正在构建西部文化高地以及长

江上游的文化中心；历史上的重庆，则是中国甚至世界许多关键时刻、关键事

件的关键地。因此，让重庆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对重庆的历史文化进行系

统的学习和认识，从而使其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是非常必要的。

该套教材便是专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和认识重庆历史与文化而编写的。

作为服务于地方课程的教材，编写中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的把握：1）既要避免

与现行国家课标教材在知识点上的重复，又要做好衔接，使其成为课标教材及

其教学的有效拓展。2）在内容讲述上，既要按照重庆历史文化发展的线索进行，

又要避免过分系统化和面面俱到，做到在宏观上了解重庆历史文化和不增加学

生知识学习负担两方面的平衡。3）强调了可读性和实践性。地方课程在课时

方面的限制，决定了课堂的教学只能是引导性和概要性的，因此，在教材设计上，

必须为学生的课后自读和实践提供非常丰富的空间和材料。 

根据以上原则，本系列教材的编写方式如下：

1. 以历史时期为基本的编写线索。与现行《历史》课标教材相呼应，参照

重庆历史进展的具体情况，依次按照远古及奴隶制时期、战国秦汉时期、三国

至隋唐时期、两宋及大夏时期、明清时期、辛亥革命前后时期、五四运动前后

时期、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顺序组织材料。为了便于

学习，每个时期作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构成一册，分别供 4—8 年级使用。

2. 每个单元的材料组织方式为：1）导读部分作一个简短的介绍，主要就

该时期全国及重庆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作简要介绍，使读者在宏观上了解历史

的同时 , 明确二者之间的呼应关系；2）围绕该时期作为重庆发展之历史节点的

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组织若干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使读者认识到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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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文化概况；3）围绕重庆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根据故事所描述

的人、事、物组织三则左右的“拓展材料”，以使故事所展现的社会历史更细腻、

更丰满、更生动；4）最后附一些不同时期、不同视角下描写重庆文化风情的诗

篇文章，以引导同学们对重庆历史文化之情感体验得以升华。

3. 为了保证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可读性，在编写力量的组织方面，既有来

自地方史研究机构的专家，又有来自重庆市知名中小学的历史名师及进行重庆

主题文化创作的作家；可以说，在编写上汲取了历史专家、教育专家、文化学

者的各家之长，尽可能做到科学性、可读性、教育性的平衡，做到不增加学生

负担的同时，使学生真正理解重庆的历史文化。

教材的编写既要守成又要拓新，所谓守成也就是要保证知识的科学性和重

要知识点的不缺漏；所谓拓新，就是要尽可能以新颖的、受读者欢迎的材料和

新的体例来组织教材。如果只是守成而无拓新，同一门课程的教材基本上就是

千人一面，也没有出版第二本的必要了。因此，在本教材的编写上，我们在注

重知识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在材料和体例方面实现一些小突破，也就是打破传

统上过分强调系统化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排方式，用重大历史节点的故事、文化

资料、实践活动等来组织材料。这个尝试虽然经过我们反复的讨论，但在实际

的教学中能否受到欢迎、效果如何，尚待检验。在此，我们也期待老师和同学

们不吝赐教！

因时间短，编写任务重，部分图片或选文未能联系到作者，请相关人员看

到后及时与我们联系。

                                                                                   《重庆历史与文化》编写组

                                                                                                  2013 年 12 月



20 世纪 20 年代，是中国社会剧烈震荡与转型的历史时期，

一方面是北洋军阀割据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另一

方面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崛起。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国共两党合作开展的国民大革

命划破了浓重的黑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胜利进军，革

命浪潮席卷全国。此时期的重庆，既是一个军阀割据混战、革

命迅速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

还是重庆城市大发展的时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为推动重庆革命事业的发展，肖楚女三上渝州，播火种于巴山

蜀水间。他创办重庆公学，把课堂当战场，号召学生反帝反封

建，并教育和引导进步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1924—1927 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

1926 年 2 月底，中共重庆地委成立，杨闇公担任书记；重庆

成为四川大革命的指挥中心。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各界群众投入

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动顺泸起义，有力配合了全国的大革

命运动。就在国民大革命取得丰硕成果时，1927 年，以蒋介石、

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在重庆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无数英雄儿女为了中

< 导   读 >



华民族的振兴，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出身豪

门的杨闇公血洒佛图关，一介书生漆南薰舍生求真理……

古耕虞这个名字，或许大家没有听说过，但是如果时光倒退

七八十年，“猪鬃大王”的名字却是如雷贯耳。作为商业奇才，

未及弱冠就在中国猪鬃市场呼风唤雨。短短数年之后，他名下的

“古青记”便拥有了世界猪鬃市场的控制权。在随后的十余年间，

他通过自己的智慧，不断击败对手，演绎了一段段商战传奇。

北碚，对于现代重庆人来说，或许不及观音桥时尚，没有南

坪现代，缺少沙坪坝的繁华，甚至不如杨家坪热闹，但在 20 世

纪三四十年代，北碚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以上任何一个地方，其名

头甚至盖过解放碑。说到北碚的发展史，谁也无法回避一个人——

卢作孚，他是如何让昔日贫穷落后、盗匪横行的北碚，从一个小

乡场变成举世瞩目的城镇的呢？

在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发展史上，还珠楼主李寿民才华横溢，

成就独特。他的代表作《蜀山剑侠传》及其系列作品，云蒸霞蔚；

挟“神怪武侠小说空前精采第一巨著”之盛名美誉，曾吸引了

三四十年代海内外无数的读者。让我们一起走进还珠楼主的武侠

世界，去畅游那异想天开的奇幻世界。

重庆建城的历史很悠久，但是长期以来，市区范围却非常

狭小，限制了城市的发展。要想发展，就必须扩充城区面积，但

是，城外是祖祖辈辈重庆人的归葬之处，要迁祖坟，老百姓的意

见很大。这可难坏了重庆第一任市长——潘文华。潘市长究竟是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他在重庆城市的发展史上还作出了哪些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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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有楚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略有

麻子之大汉也。”

1923 年下半年的某一天，重庆《新蜀报》上突然刊登了这么一则莫名其妙

的启示，并成了当天的一大新闻。有好事者刨根问底，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新蜀报》主笔名肖树烈（字秋），几乎每天都以“楚女”之名发表社

论或时评。由于他文笔俊逸，逻辑性强，很快名声大振。不少男青年顾名思义，

猜测他是一位“楚楚动人的美女”，于是，一封封求爱信雪片似的飞到了编辑部。

为了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肖树烈以自嘲的方式和读者幽了一默。

此肖树烈，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和杰出的革命宣传鼓

肖
楚
女
创
办
重
庆
公
学

一

《新蜀报》主笔 肖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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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动家——肖楚女。

之所以以“楚女”为笔名，意取屈原《离骚》中的“忽反顾以

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之意，句中的“女”字，指的是神女；又

因为屈原是楚国人，肖楚女就取了象征爱国志士的“女”作为自己

的名字，以表示他要做“楚女”的伟大抱负。

肖楚女从 1922 年 9 月到 1925 年 3 月间，曾两进夔门，三上渝

1_ 赵世炎

赵世炎（1901—1927 年），四川省（今重庆市）酉阳县龙潭镇人，中

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者之一。他天资聪明，15 岁考入北京高等师范

附属中学。1917 年，赵世炎结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19 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参与主编

《平民周刊》《少年》半月刊等进步刊物。1920 年 5 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曾组织华工斗争并参加学生运动，被法国警察抓捕，但在遣送回国前机智地逃

脱。1922 年，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书记。1923 年，

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 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

上海等地领导革命运动。由于叛徒出卖，1927 年 7 月 2 日，赵世炎不幸被捕。

他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19 日，赵世炎在上海枫林桥畔英勇就义，

年仅 26 岁。党中央在悼词中说他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最大损失之一”。

  延  伸  阅  读

指导重庆工人运动的团地委部分负责人合影。第二排左起：杨闇公、
肖楚女、罗世文（后排左四）、张锡畴（后排左六）



七年级课本（下册）重庆历史与文化4

州，播火种于巴山蜀水之间，促进了四川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建

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巩固与发展，为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作了思想上、

组织上的准备。

1922 年 9 月的一天，重庆联合中学校长的办公室突然迎来了一

位器宇轩昂、举止儒雅的年轻人，并自报家门 ：“鄙人肖树烈。”

熊校长赶紧起身紧紧握住来人的手：“肖先生舟车劳顿，辛苦了，

寝室已作安排，赶紧先去休息休息，

上课之事，明日再议。”这是肖楚女

第一次入川，他原本受泸州师范学校

代校长兼教务主任恽代英之聘，前往

泸州任教，但刚到达不久，恽代英即

被军阀赖心辉所部旅长、川南道尹张

英以莫须有的罪名免除了职务。

重庆联合中学的校长熊竣 ( 字禹

治 ) 原是北京大学学生，思想开明，

主张学生自治并参与学校管理，还让

学生组织各种团体和参加社会活动。

2_ 恽代英

恽 代 英（1895-1931

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是

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

领导人之一。学生时代积

极参加革命活动，1920 年

创办利群书社，传播革命

思想。

1921 年 10 月，应重

庆联中和川东师范的邀请，

恽代英自武汉来到重庆，

在重庆联中发表了“青年应

该怎样做”的讲演。他猛烈

地抨击了政府，大力宣传马

克思主义学说，号召青年

肩负起振兴中华的责任。

1922 年 4 月，他到四川泸

县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

1923 年创办和主编《中国

青年》，该刊培养和影响

了整整一代青年。

1926 年 3 月，恽代英

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

他参与并领导了八一南昌

起义和广州起义。1930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被国民

党当局逮捕。1931 年 4 月，

在南京狱中被杀害，时年

36 岁。

  延  伸  阅  读

恽代英（左）、肖楚女（右）烈士塑像

肖楚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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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此，重庆联中成了五四运动以后在重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

阵地，也成了肖楚女的首选。肖楚女应聘到此担任国文教员。

到达重庆不久，还没来得及正式行课，肖楚女就惊闻噩耗：

1922 年 9 月 21 日，军阀刘存勋和川东道尹徐孝刚撤换了重庆联合中

学校长的职务，同时被撤职的，还有巴县中学、川东师范等学校的

校长。

一石激起千层浪，军阀官僚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社会进步人士

和教育界的强烈不满。先是学生们发起了择师运动，举行罢课，要

求省长公署撤销成命，留下校长。接着重庆联合中学教师王仲和、

唐焜等以去职表示抗议，支持学生运动。

刚刚经历了泸州风波的肖楚女，才到重庆又亲见军阀对进步师

生的打压。满腔悲愤积累在胸，不吐不快，他与教师唐焜一起，连

夜赶写了《本校教职员宣言》，并义无反顾地在宣言上签下了自己

的大名，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进步师生一边。

曾经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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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当局以肖楚女在重庆联中仅是应聘而尚未授课为由，攻击

他无资格列名联中教员，签名是什么“名义不正”“廉耻不存”“意

在进行赤化宣传”。肖楚女据理反驳，并光明磊落地公开宣称自己

信仰共产主义。为了击退反动当局的反扑，他联合进步教师和学生

向社会发表公开信，揭露反动当局迫害进步校长和师生的罪恶行径，

争取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军阀政客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竟

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悍然开除“择师运动”中的三名学生骨干，企

图以此平息学潮，但全校师生仍坚持斗争。为了表示对被开除者的

声援，有十五名学生提出退学，一些教师也愤然离校。

由于学潮遍及四川各地，一些县、区被迫离校和被开除的教师

与学生大批聚集重庆。肖楚女知道，斗争是残酷而长久的，革命需

要火种。而这些敢于以实际行动对抗当局的师生，正是难能可贵的

革命火种。他要想法保存这些火种，然后传播这些火种，以形成燎

原之势。

经与熊等商量，他们决定向社会募集经费创办一所有别于一般

学校的新型学校——重庆公学，这所学校实行民主管理，设行政委

员会作为全校管理机构，讨论和议决办学的大计方针。课程设置以

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和尊重青年的个性为原则，除开设数、理、化、

国文和外文等必修课外，还开设心理学、伦理学、人生哲学、经济

学以及应用化学、打字、珠算、簿记、家庭常识、工业常识、地质

学等选修课。学校注重以进步政治观点教育学生，既要求学生学好

3_“德阳丸”案

1924 年 11 月 19 日，

日本商轮“德阳丸”载运

成色低劣的银毫（不够含

金标准的钱币）抵达重庆；

拒绝重庆海关检查，打伤

查验人员并抛入江中。事

发后，重庆海关将“德阳

丸”船主和大副等日本人

扣押。日本领事无理要求

重庆当局立即释放被押人

员，惩办肇事的中国人。

重庆当局竟屈服于日本的

压力，将被扣人员交还日

本领事，发还被查获的劣

币。此事激起重庆群众的

极大义愤。46 个民众团

体召开大会，成立“德阳

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

提出六项强硬主张。在群

众的强大压力下，重庆当

局将处理此事的有关人员

撤职查办，日本政府也调

回驻重庆的领事。

  延  伸  阅  读

万县亢家塆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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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功课，还发动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任课教师不领薪金、实行义务教学。

重庆公学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倾向，所以在筹建过程中就受

到军阀官僚的重重阻挠，川东道尹徐孝刚不准许重庆公学立案。

1922 年 11 月 27 日，重庆公学在半边街铁道银行旧址秘密开学，

学生达 156 人。肖楚女教授国文和地理两门课程。他的国文课 , 除以

李大钊的《今》为教材外，还讲授杨贤江的《中国青年之敌》。通

过国文教学，他引导学生向腐朽的旧思想、旧道德挑战。肖楚女还

利用星期天和学生到僻静的郊外，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

会主义知识，使不少学生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为了争取重庆公学的合法地位，肖楚女草拟了向川东道尹公署

申请立案的呈文，并代表学校书写呈报四川省长公署的公函，但均

未获批准。12 月 29 日，川东道尹公署竟蛮横地下达了解散重庆公

学的命令，重庆警察厅还准备派兵查封。

在这种险恶环境下，肖楚女愤然将军阀官僚们的反动命令，作

为反面教材上了“最后一课”。他在课堂上剖析了“命令”的反动实质，

激励学生深入农村，到民间去，开拓新的道路。

 1923 年 1 月 10 日，重庆公学被迫解散。

位于眧和小学的肖楚女生平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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