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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白公
馆二楼东头最后一
间牢房的墙上，悬
挂着一块写有“狱中八
条意见”的铜牌。这八条意
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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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朴实无华的八条意见明白简
洁，却内涵丰富，它揭示了党内生
活和社会生活中许多带有规律性的
东西，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发
人深思。

1949 年 12 月 25 日，从国民党
撤离重庆前的大屠杀中侥幸脱险后
不到一个月，罗广斌向党提交了一
份 《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
情形》 的报告。“狱中八条意见”便
是根据这份2万多字的报告提炼的。

虽然报告的执笔者是罗广斌，
但报告的内容却是张国维、江姐、
陈然等革命者们发起并集体讨论形
成的。

作为报告发起和主要讨论者之
一，自身的被捕经历，和在狱中亲
眼目睹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
文祥的叛变，使陈然开始深入思考
党的领导干部叛变的内在原因。

李文祥被捕入狱后与陈然同囚
一室。由于特务们以“最后一次同
太太见面”相威胁，李文祥情感上
的最后一丝防线被击溃，在坐牢 8
个月后，李文祥趁放风机会跑到特

务办公室供出了 16 名同志。在此之前，李文祥曾
同陈然表达过自首的想法，陈然不惜以自己“跳楼
自杀”相阻止，但并未奏效。

为此，当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
公馆与陈然、刘国鋕等同志囚于一室后，曾多次就
此事件引发的教训进行深入讨论。

事实上，陈然不仅贡献了报告的内容，这份报
告最终得以保存，陈然也功不可没。

1949 年 11 月 27 日深夜，歌乐山“11·27”
大屠杀中，正是在被陈然等人策反的看守杨钦典
的帮助下，罗广斌才得以带领尚未被杀的十余名
难友冲出白公馆，“狱中八条意见”才得以面世。

而陈然，正是最早在狱中与杨钦典接触并对其
开展策反工作的共产党员之一。

“ 陈 然 在 狱 中 的 凛 然 正 气 和 审 讯 室 里 那 种
不 屈 气 节 ， 令 我 很 敬 佩 。” 在 一 份 回 忆 资 料
中 ， 杨 钦 典 曾 经 这 样 记 述 自 己 的 心 路 历 程 ：

“望着这位年纪不大、眉清目秀的白面书生被
打得皮开肉绽依然不肯屈服的样子，我既感到
震惊，又有些不解，不明白是一种什么力量在
支撑着，让这些‘共党分子’竟然一个个都是
那么坚定而强硬。”

1949 年 10 月 28 日，陈然被枪杀于重庆大坪，
年仅26岁。

陈然就义时，用已经被五花大绑的双手，扯
下了身后的“死囚”标签，喝令“从正面向我开
枪”，特务硬是把他拉转过去，他又转过身来，
身中数枪都没有倒下去，还一直高喊着口号，最
后特务们不得不用机关枪扫射⋯⋯

在小说 《红岩》 中，沉着而坚毅的成岗
为很多人所喜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种
种酷刑，他严守党的秘密，始终保持着一名
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1949 年 2 月，重庆歌乐山白公馆。刚刚被
转押至此的罗广斌，在牢房里结识了年轻的陈
然。罗广斌，就是后来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
而陈然就是这部小说的人物成岗的原型。

陈然曾公开发表过一篇《论气节》的文章，
文章不过1000余字，却气势磅礴，道尽气节精
髓。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气节，是个人修养
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气节并不是
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
上。”

“如果我被捕了，请组织上放心。”陈然
被捕前经常对同志们说这句话。

事实证明陈然做到了。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

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面
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
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起考
验的重担。”在《论气节》中，陈然曾有过这样
的表述。面对非人的折磨，陈然只要“悔过”便
能重获自由，但对于这样的“自由”，他断然
拒绝。

事实上，陈然本来有避免被捕的机会。被
捕前，陈然曾收到了一位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
志直接发来的告急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
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收到此
信，陈然猜测地下党组织可能出了事，但因无
法确定该信是否真实，又担心贸然行事造成不
良后果，陈然决定，哪怕出现最恶劣的情况，没
有确切的消息，决不撤离！

于是他决定找相关同志核实情况，并坚
持把第 23 期 《挺进报》 印刷发行出去再转
移。不料，未能如愿。

在敌人闯进来前，他将 《挺进报》 发行
名单撕碎用水吞下。

什么是“高度的理性”？陈然认为它是
“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

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背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
后”。

正是有了这种“高度的理性”支撑，陈然在被捕后经受
酷刑折磨不改其志，并在狱中仍坚持工作。

到白公馆监狱不久，陈然和狱中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
凭着记忆把一些胜利的消息写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
小纸片顺着一个秘密孔道，传到难友手中，小小的纸片被难
友们亲切地称为“狱中挺进报”。

与此同时，重庆地下党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将一条条振
奋人心的消息传到狱中，并通过“狱中挺进报”传播开来，使坚
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陈然和难友们抑制不住
激动的心情，他们相互拥抱，在地上打滚，用脚镣、手铐互
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来表达胜利的喜悦。他们还亲手缝制
了一面五星红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胜利的来临，使他们暂时忘却
了身陷囹圄的痛苦，喜悦的心情，使他们对未来产生许多
憧憬。

但时隔不久，陈然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
虽无缘看到梦想中的新中国，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令他满

心喜悦。在生命
的最后的时刻，
他与一起赴刑的
同志互致革命的
敬礼，笑赴刑场。

小 说 《 红
岩》 中的成岗，
则是陈然这种气
节的集中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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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刷《挺 进 报》的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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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陈然在监狱里种
下的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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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69年前，重庆白公
馆、渣滓洞 300 多位牺
牲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革
命烈士，在残酷的斗争
实践中总结出的“狱中
八条意见”，至今仍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狱中八条意见”是
一份宝贵的党史资料，
是一份极其厚重的党
史、党纪教材，也是革命
先烈用生命凝铸的红色
血脉，深刻揭示了党的
建设和党内政治生活中
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给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以深刻镜鉴。

它启示我们，必须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狱中八条意见”认
为，理想信念动摇，是少
数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蜕
化变质的根本原因。这
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讲
政治作为生命线，抓好
理论武装，深入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拧紧理想信念“总开
关”，教育引导全体党员
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

它启示我们，必须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狱中八条意见”提出，要重视党
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
活作风问题，加强党内教育，注重实际
锻炼，实行整党整风。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弘扬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要
把思想政治建设紧紧抓在手上，时刻
绷紧思想建党这根弦。加强党性锤炼
和实践锻炼，严格执行党规党纪，坚决
做到“四个服从”。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民主集中制、请示报告等制度，高
质量召开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

它启示我们，必须树牢鲜明正确
用人导向。“狱中八条意见”对党员领
导干部腐化以及叛徒特务的危害性认
识深刻，强调要选拔忠诚于党的党员
干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鲜明正
确的用人导向，谁干得好，谁忠诚、干
净、担当、干事，就使用谁。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好干部标准，加快建设一支

“四个铁一般”的干部队伍，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

它启示我们，必须强力推进正风
肃纪反腐。“狱中八条意见”警示我们，
加强作风、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
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内在要求。全
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严格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持续整治

“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
权现象。始终保持正风肃纪反腐的高
压态势，以“六大纪律”为标尺，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争做三个表率，全面建设
模范机关，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
深入。

文/省委党史研究室 冉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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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里，他受尽敌人的百般折磨却宁死不屈，留下著名诗

篇《我的“自白”书》。

在刑场上，他用反绑的双手将背上的死囚标签扯下，喝令

“从正面向我开枪”，被敌人称为“慷慨悲歌之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和面向未来的

态度，和同志们留下了一份披肝沥胆的报告。这份报告凝聚成

的“狱中八条意见”，至今仍发人深思。

他就是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成岗的原型——出生于河北

香河的革命烈士陈然。他只走过了 26 岁的短暂人生，却给后人

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阅读提示

］

陈然陈然：：慷慨慷慨““自白自白””大义赴死大义赴死
□记者 周聪聪

1948 年 4 月 22 日晚，重庆渣滓
洞，一位青年被连夜押送到审讯室。
就在当天傍晚，他在家中赶印第 23
期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
报》时 ，被 踢 开 房 门 冲 进 来 的 特 务
逮捕。

面前的他年纪轻轻，长相清秀，一
副知识分子模样，让这样一个年轻的
小伙子张嘴，起初经验老辣的特务们
自认并不难办到。

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名叫陈然，
原名陈崇德，祖籍江西，1923 年 12 月
18日出生于河北香河。

虽然只有 25 岁，但此时的他已有
多年革命经验。抗战全面爆发后，他随
父迁徙湖北。1938 年夏，年仅 15 岁的
陈然在鄂西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战剧
团，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剧团，陈然
利用演出空闲时间，先后阅读了《大众
哲学》《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和《论持
久战》等革命理论书籍。1939 年春，陈
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涉及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
《挺进报》，敌人急于从陈然口中得到
情报。因为，从 1947 年 7 月到 1948 年
4 月，一期期按时印发的《挺进报》，突
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给无法得知
党中央消息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带
去了最美好的声音和希望，引起反动
派的极大恐慌，国民党军统特务穷尽
心力，却始终未能破获。

陈然在狱中受到特务们“重点关
照”。军统大特务徐远举亲自提审，在他
看来，如陈然之类的青年人书生意气、
家庭观念浓厚，只要重刑拷打，重金诱
惑，不怕不招供。面对用刑、逼供、恐
吓、欺诈、利诱，陈然自始至终没有吐
露《挺进报》的发行名单，他一口咬定

《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
自己一人所为。

特务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这个文静年轻人，不仅
参与了《挺进报》的印刷工作，而且是《挺进报》代理
特支书记，此前他还受党组织领导参与筹办了杂志

《彷徨》。
抗战胜利后，针对当时青年人中较为普遍存在

的苦闷彷徨现象，党组织决定创办一份名为《彷徨》
的杂志。中共南方局以《新华日报》的名义，同陈然
等一批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下，杂志于 1947 年元旦创刊，陈然担任刊物的通联
工作。在白色恐怖中，陈然机警、沉着，很好地完成
了任务。除通联工作外，他还为筹措办刊经费，自己
省吃俭用，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用作办刊
经费。

《新华日报》被迫撤离重庆后，陈然与党组织失
去了联系。1947 年夏，他收到了香港党组织邮寄的

《群众》周刊，上面刊载了大量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
战场节节胜利的消息，陈然和其他同志商议，决定把
这些消息传播出去，遂于五一节期间印发了第一期
无名的油印报，这就是《挺进报》的前身。

油印报印了几期，引起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注
意，他们派人同陈然等人取得联系，并将无名的油印
报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机关报。

为了保密，陈然主动提出把《挺进报》的工作地
点设在自己位于野猫溪的家里。

1947 年 7 月，《挺进报》创刊。陈然白天到粮食
公司上班，晚上负责《挺进报》的印刷任务。刚开
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张蜡纸最多只能印六七
十份报纸，虽经重刻重印，最多也只能印 200 多
份，而市委要求印 300 份。陈然仔细对蜡纸、油墨、
纸张进行研究，反复进行试验，使印刷份数和质量
不断提高，最多时一张蜡纸能印 2000 多份。

1948 年 2 月，陈然被指定担任《挺进报》中共特
别支部组织委员，不久又担任代理特支书记，全面负
责《挺进报》的工作。

纵使种种酷刑用遍，威逼利诱种种招数使尽，面
对陈然的抵死不招，车轮大战式的审讯最终陷入僵
局⋯⋯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
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
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 宫 殿 在 笑 声 中 动 摇 ；这 就
是 我 ——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
王朝。”

作为重犯，陈然从渣滓洞监狱被转押到白公馆
监狱。此时的陈然，早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腿部严
重受伤，但这首著名的诗篇《我的“自白”书》却已经
开始在他的心中酝酿。

在就义的前几天，陈然曾对同狱室的难友说他
想写一首诗，题目叫《假如没有了我》，他用富有激情
的语言将诗的内容一句句告诉了这位难友。后来难
友脱险出狱，整理发表了陈然的遗诗，这便是那首振
聋发聩的《我的“自白”书》。

宁死不屈留下著名诗篇

《我的

﹃
自白

﹄
书

》

▲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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