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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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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

这是国家的重典，是民族的盛事。沙坪坝区编撰《沙坪学灯耀千秋》

一书，以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很有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

所在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军民，经过

八年的浴血奋战，为抗战建国、救亡图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

义的野蛮侵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天的重庆市沙坪坝区，即当年的沙磁地区。这是一个有着

近代经济基础、厚实文化底蕴和革命救亡传统的地方。近代以来，

这里就开设了重庆最先使用机器生产的缫丝厂，办起了新式小学、

中学，建有初具规模的图书馆。到抗战之前，重庆大学已经落户

于此。光一个磁器口镇，也已有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机构。在大

革命时期，这里就是重庆工人运动的发源地。1936 年，在民族危

亡之际，一批磁器口的青年学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

人创办的重庆救国会，成立了秘密学联，是全市抗日救亡运动的

青年先锋。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沙坪坝成为与重

庆城区联系最紧密、交通最方便的地方，更由于日机轰炸的原因，

珍视历史与未来之灯

周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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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又成为战时最重要的“迁建区”。一大批国民政府的重要机

关设在这里，一大批内迁的学府、医院、科研院所落脚这里，一

大批在中国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

艺术家、实业家等纷纷汇聚到这里。他们在这里叱咤风云，演绎

出许多改变或推动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诞生了许多在学术上、

艺术上至关重要且影响深远的重要成果。

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激荡磅礴的时代风云，昂扬奋进的民

族精神，催生了独特的沙磁文化，形成了享誉后方的独特景观――

“沙坪学灯”。 那时，物资匮乏、电力紧张，一到夜晚，四处漆

黑一片。独沙磁地区因“机关沓来，院校林立”，受到政府的特供，

故茫茫夜色之中，这里却灯火通明，俨然成为战时重庆夜晚的一

道风景，因而被誉为“沙坪学灯”，列入“陪都八景”之一。

八年之中，无数的民族精英汇聚在这里，与众多大后方军民

一起，书写下可歌可泣、光照千秋的历史篇章。沙坪坝因此成为

抗战大后方文化“四坝”之首，因此，人们又赋予“沙坪学灯”

新的丰富的内涵：

―― 这里万千莘莘学子，不仅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冒着敌

机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刻苦攻读以期学成报国；更有“ 一寸

江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爱国豪情，投笔从戎，奔赴前线，

为抗战胜利抛头颅洒热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这里也是中共南方局驻扎地，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是领导大后方广大军民“坚

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的重要阵地。

―― 这里的广大文化工作者，在周恩来、郭沫若带领下的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后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组织

与指导下，掀起一波接一波的抗日民主运动高潮，极大地鼓舞了

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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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战时陪都的“小重庆”，这里有“沙坪坝的热烈”“歌

乐山的别致”。这里作为一张文化名片，成为战时万千内迁移民

对陪都重庆的深刻印象，而且在还都之时难以割舍。

总之，“沙坪学灯”是“沙磁文化”的形象表达，集中地反

映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

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

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

族独立的英勇实践，更是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宝贵

的历史财富和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一独特的文

化现象，不为沙坪坝磁器口所独有，而是属于中国和世界的文化

旗帜，是我们的先辈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杰出贡献。

今天，抗日战争已经胜利 70 周年，和平与发展已是历史前进

的主流。但战争并没有远去，霸权主义、军国主义的逆流仍然在

兴风作浪，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今天的中国，正在

世界风云变幻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沙坪学灯耀千秋——重庆“沙磁文化区”抗战纪实》一书，

以翔实的资料、生动的细节，全面、客观、真实、生动地表述了

当年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坚韧不拔的奋斗、克尽艰辛的努力，

也是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重要载体。

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就要发扬抗战精神，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就要表达中国人民有冲破一切罗网，争

取民族振兴的坚强意志和充分的能力；

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就要体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力量是

一个“命运共同体”，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必须紧密团结、互助共赢、

求同存异，才能战胜种种困难，到达胜利的彼岸；

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是要正告那些心怀鬼胎的霸权主义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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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主义者，世界大势不可阻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沙坪坝的同志们告诉我，他们是把本书当作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的一项活动来做的，就是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伟大号召，

共同铭记“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个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显示的伟大真理。我深以为然。

 “沙坪学灯”是历史之灯，传递着先辈先贤的智慧，抗战英

雄的精神。

“沙坪学灯”更是未来之灯，鼓舞我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

2015 年 9 月 9 日

中国正式接受日军投降纪念日

（周勇，磁器口人。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党史专家、中国

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

目  录
contents

一、沙磁·沙磁——历史长河中的绿洲

锦绣河山 / 002

岁月峥嵘 / 028

砥柱中流 / 031

彪炳史册 / 037

二、风云际会——重庆沙磁文化区的创建

南开南下 / 040

文军西来 / 054

横空出世 / 090

百炼千锤 / 123

三、竹木繁茂——梁滩坝·青木关教育文化重镇

战火催春 / 152

波澜壮阔 / 167

四、灵音绝响——抗战时期歌乐山的开发与建设

古韵新声 / 192

松风林涛 / 213



·2·

——重庆“沙磁文化区”抗战纪实——重庆“沙磁文化区”抗战纪实

五、风流倜傥——抗战沙磁的艺术邦交   

有客自远方来 / 234

高山流水 / 261

六、奋发图强——抗战时期沙磁区的科技·卫生·体育

科技强国 / 274

卫生体育 / 296

七、机鸣嘉陵——抗战时期的沙磁区工业

艰难起步 / 328

蔚为大观 / 334

地方特产 / 342

八、雾都北斗——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沙磁区 

应对时变——红岩劲松挺山城 / 358

飞雪迎“春”——毛泽东《沁园春·雪》引动的重庆波澜 / 403

嘉陵怒涛 / 412

附录：纪念抗战胜利诗画（部分）

参考文献

后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沙磁·沙磁——历史长河中的绿洲】



·002·

锦绣河山

重庆沙磁地区（今属重庆市沙坪坝区），一块在中华文明发

展史上不可忘记的风水宝地。她钟灵毓秀、物华天宝、山川形胜、

地灵人杰，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史上，作出了许多可歌可泣、

可圈可点的历史贡献，从而光耀史册。特别是在伟大的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中，她更是大放异彩，成为大后方抗战文化中心，催生“沙

磁文化区”，孕育了“沙磁文化”。弹丸之地，矗立起“抗战建国、

振兴中华”的丰碑，早已超越她的地理疆界，成为“不愿做奴隶”

的人们的精神领地！“沙磁文化”也以爱国主义、救亡图存的坚

强斗志，成为沙坪坝区的立区之本。

今天的重庆市沙坪坝区，是重庆市的主城核心区，区位优势

十分明显。她北接北碚区，南与渝中主城区陆地相连，距离主城

区仅 10 公里。东与江北区、渝北区隔嘉陵江相望，西与大渡口区、

九龙坎区毗邻。辖区面积约 396 平方公里，下辖 24 个街镇，常住

人口 100 万，是当今的长江上游科教文化名区。区内有各类高校

18 所，电大职大 10 所，中小学 87 所，常年在校生 30 余万人。有

科研院所 65 所，科技工作者 8 万余人。教育、文化、科技顶尖级

成果层出不穷，各类国家先进称号数不胜数。

今天的沙坪坝区以沙坪坝地区为中心，以歌乐山、中梁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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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分为东部和西部。东部是政府所在地，是工商业繁荣的中心；

西部是以 33 平方公里的重庆大学城为标志的教育中心，以 37 平

方公里西永微电园为标志的新型工业区，以 10 多平方公里的西永

综合保税区和 33 平方公里西部物流园为代表的大型物流基地，是

西部开放战略的桥头堡。

沙坪坝区交通、通信畅达。以水路看，嘉陵江从北至南贯穿

全境达数十公里，南下距长江交汇口仅十余公里。从陆路看，境

内有“渝新欧”欧亚大陆桥起点，“渝沪”“渝深”等铁路起点，

国道、省道等路五条，与成渝、渝长、渝遂、上界、绕城等高速

公路和地铁一号线互相衔接、互相补充，形成路网纵横，方便快

沙坪坝新区全景图

磁器口全景（沙坪坝区文物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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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 《旅游》（专刊）封面

捷的交通网络。所以“要读书到沙坪坝，要安家到沙坪坝，要治

病到沙坪坝”的民谚脍炙人口，不胫而走。

而历史上的沙磁地区却以磁器口为中心。磁器口在沙坪坝区

东部，面对滔滔嘉陵，波光粼粼；背靠巍巍歌乐，松涛阵阵。在

衔山抱水中有马鞍山（也称龙山），与左侧金碧山、右侧凤凰山

形成“安”字形二层环抱。左边凤凰溪、右边清水溪两边环绕穿

镇进入嘉陵江。“三山品峙，二水肘腋”，山水相依、层层辉映，

嘉陵江流域全图 天水伏羲庙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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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古风水学中的藏风聚气、毓秀钟灵、宜居宜业的宝地。

磁器口虽是弹丸之地，在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境内山水形胜，

万万不可小觑。

先说这嘉陵江，她可是重庆的母亲河，国家发改委《旅游》

专刊更把她定位为“中华西部神性母亲河”。

嘉陵江是长江的主要支流、流域面广，以水清色碧闻名天下。

《唐史》称，玄宗时专门派著名画师闫立本和吴道子描绘其流域

美景，以解其对她的悬想和渴慕。两人亲临流域，从上游沿江顺

水直到重庆长江口。回到长安，闫立本闭门作画，三月乃成；而

吴道子仅用一日，一挥而就，玄宗览画，异常高兴，赞曰：“道

子一日之力与立本三月之功，各有千秋，俱为神妙。”二人答谢，

都说山水景色自然天成，非画工之力也！后来吴道子兴犹未尽，

再度单身重游，实在是放不下沿江美景和那一江碧流！

嘉陵江阆中段曾名“渝江”，所以重庆在隋唐时名“渝州”，

就是因水而得名。

其实嘉陵江发源地有东、西二支，西面起源远到甘肃省，相

传是伏羲氏画八卦的地方；东面到湖北神农架北部。穿过巴山秦

岭千山万壑，汇万涓而成巨流。到渠县、合川又汇渠水、涪江，

波涛万顷，滚滚而灌入长江，浩浩东去！

那伏羲、神农都是华夏民族始祖级的人物，嘉陵江从他们栖

居地而来，自然充满灵性，为流域全境留下无数的人文佳话，俨

然一部中华文明史卷！

嘉陵江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称其为“黑水”，因江水

为墨碧色之故。在《水经注》中称“巴水”，因全流域都是巴人

重要栖居地。据清《巴县志》：“嘉陵者，即强、涪、汉、白、

宕五水合流之总称也。”嘉陵江自古以来都是中原入川的主要通

道。公元前 316 年，秦军攻陷巴蜀，取得重要的物资供应与兵员

补充基地，大量的军粮、物资沿江而上，运往秦地，成为秦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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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一天下的物质基础。巴寡妇清制丹砂带富乡邻，登上《史记》，

成为登上历史（正史）的第二个重庆女人。丹砂是重要的军事战

略物资，所以秦王亲自接见、宴请巴清，赏赐无数。

而秦国连年开战，男丁损失过多，寡妇满国，成了社会问题。

秦王动员秦女移民巴郡（重庆归秦后，立巴郡，郡治江洲，即今

渝中）。不但解决了社会矛盾，还获得了大量勇锐彪悍的“巴师”，

自然如虎添翼，百战百胜，一往无前。李白曾作《忆秦娥》一癸：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

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有注家说是秦公主弄玉，因吹箫遇仙人指点，后随仙人而去，人

去楼空，所以李白兴叹。后有史家考证，因当时大家对移民巴地

嫁给巴人有疑虑，所以弄玉公主不得不带头。而她先有所好也很

自然，终为国家大计，不能不忍痛割爱，也是情理之中。此事引

动李白对自身遭际的共鸣，所以有此一叹！

汉代楚汉相争，汉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败楚军而

得天下。项羽一代英雄，帐下谋士都不是平凡之辈，那么，哪里是“陈

仓”，为什么能暗渡呢？

原来，嘉陵江东西二源，经千百年努力，在巴山秦岭的崇山

峻岭中切割出无数沟壑，硬是把横挡的山脉冲开无数狭窄的通道。

沿着这些通道，迂回曲折地形成无数只有当地土居人知道的暗道。

这些暗道从陕南直达川北，由川北沿嘉陵江岸直通重庆，是著名

的中原通巴蜀的“米仓古道”。古陈仓即今天陕西镇巴城固一带，

到了那里就到了楚军侧背，因其猝不及防，当然容易攻破了。

宋代著名诗人范成大，曾作《吴船录》一卷，详细记录他奉

命出差，从京城卞梁出发，沿嘉陵江到渝州，过三峡到武汉的情

况。每天从何处出发，夜宿何地，风景名胜，风物特产，民俗民风，

乃至水路险易都有详细记载，成为重要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

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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