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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实行内战、独裁、卖国政策9出卖

中国主权9进一步加强其法西斯统治9对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压榨与掠夺,使广大群众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 ,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四川人民和全国人民

一样 ,在党的领导下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争民主、争生存,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

一、四川各界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双十协定在重庆签字。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背弃协议精神,立即发布内

战密令,动 员大批军队向解放区进攻,人民渴望和平的一线曙光,被内战的阴云遮盖了。国

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从十月底起,重庆的民主同

盟、中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农业协进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二十七家杂

志社等团体,纷纷发表言论,呼吁制止内战,撤退美军,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工入群众

质问国民党破坏双十协定和不承认解放区与人民军队的理由;坚决要求国民党把打内战的军

队调回来,号 召仝国工人组织起来,用 团结的力量制止内战。十一月二十日,重庆文化界、

工商界代表五百余人举行了盛大的反战大会,成立了重庆各界人民反内战联合会,制订了章

程,并发表宣言,号召工人、学生、商人等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来制止内战,反对美帝国

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这一号召迅速在各大城市的人民中得到响应。与此同时,成都各大学的

二十多个学生社团,于十一月下句联合发表制止内战宣言,提出: “辶L我 们团结起来,粉碎

一切盗窃民意和挑拨内战的借口,让我们建立真正自己的舆论和力量,来制止内戏。”

十二月一日,国民反动派在昆明制造了 “一二·一”惨案。成都的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

立即沸腾起来。许多大学的学术社团与青年学生发出了慰问和声援的函电。十二月七日,成

都各大中学校成立了援助昆明学生反内战联合会。川大和华大等校的四千多学生和教师穸在
“一二·九

”纪念会上还举行了悲壮的追悼昆明死难师生的大会,与会者一致抗议国民 党 反

动 派 的 血 腥屠杀。大会结束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愤怒的人群高呼 “反对内战
”、 “抚

恤昆明同学”、 “保障人身自由”等口号,奋勇前进。 “为死伤同学声援9为反内战奋斗到

底
”

,成为广大青年学生的共同呼声。广大的成都市民,也纷纷加入游行行列,并慷慨捐钱支

援被害师生。同时,成都学生援昆反内战联合会还发出宣言,号召全国各界人民反对内战9

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与特务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办祸首,抚恤死者,确保人身安全与

言论、集会自由。成都各大学及文化界的数十个团体,还一致吁吁全国人民为
“开展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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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的反内战而英勇斗争
”。与此同时,重夫各界人民声援昆明学生的运动,也蓬勃开展起

来。在 “一二·九”十周年纪念时,成千上万的学生、店员、文化工作者等在长安寺举行了三

天的 “
陪邙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

”,沉痛而激昂地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运动。我党董

必武、王若飞等同志曾亲住致祭。无数的悼词、祭文、挽联,表达了人民争民主、反内战的

意愿。太会一致通过了慰问死难师生家属的唁电,并通过了要求公开审判祸首,发起公葬烈

士,建立民主战士纪念碑;要求赔偿损失,确实保障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扩大

募捐等五顼提案。从十二月十九日起,重庆人民声援昆明师生反内战、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

的运动,掀起了高潮。元数的人们委托 《新华日报》转致慰问的信件和捐款以及反对内战、

呼吁和平民主的文章,象雪片般地飞向报社。广大工人群众和 《抗战文艺》等四十多个政治

文化团体,还纷纷联名或单独发出慰问、声援与抗议的函电。四川入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

了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

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以 及我们党的不断斗争,国民党被迫同意签订停

战协定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期间9四川

人民十分关怀着大会的进行,他们组织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表示支持我党的正确主张。重

庆文化界提出了政治民主、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努力促进政协会议的成功。妇女界招待政

协代表,希望他们为实现联合政府而奋斗。工、商、学各界也纷纷集会,要求实现真正的民

主,避免内战。在广大人民为政协的胜利而斗争的高潮中,一月十二日,重庆各界政治协商

会议协进会在沧白堂成立。会上,各界代表提出,要求取消特务组织,停止非法逮捕 ,成立人

权保障委员会,取消党化特务教育等主张。该会还设有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和综合

五个专门委员会,以 审查和讨论政治协商会议所提出或通过的问题。协进会并定 期 举 行 集

会,听取政协代表的有关报告 ,及 时提供意见和建议,对政协的成功起了促进作明。由于我们

党沟方针、政策的王确和各界人民的努力,政治协商会议终于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团

结的决议。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否定了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伪法统。但是,

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决议墨迹未干,便在重庆制造了 “较场口血案”和

捣毁 《新华日报》营业部等一系列破坏政协决议的罪行。接着又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

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

二、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涨

全面内战爆发后,与人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更加紧了对人民的压榨勒索。随着内战的

深 入 和 扩 大,到一九四七年五月,在全国人民反内战、争生存的巨浪中,全 国学生继 “抗

暴〃运动之后 ,又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毛泽东同志把这个运动称

作 “第二条战线
”。五月二十日,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南京等地学生,制造了 “五二○血

案
”后,重庆大学和女师学院等校立即宣布罢课,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开 展 了反 饥

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为了联合各校响应北平学生联合会关于扩大反饥饿、反内战、

反迫害宣传的号召9由重大及女师学院发起召开了各校代表会9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大会决

定:一、扩大组织;二、扩大宣传;三、 “六二”全市学生罢课一天:四 、以联合会名义发

布反内战反钥J饿宣言。

面对学生的苹命行动,囤 民党反动派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立即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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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十一日午夜起,出 动军警宪特三千佘人,对学生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大逮捕。据 《时与

文》的记载,被捕者将近干人,除青年学生外,还有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与报社工作人员,

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山城。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并没有使学生及其他爱国入士屈服,六月

二日,凡是有师生被捕的学校一致宣布无限期罢课,直到被捕师生全部释放为止。许多教授

及其他各界人士都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广大群众支持下,

不断向前发展。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于一九四七年五月颁布了所谓 《维持社会秩序临

时办法》,七月,又颁布了所谓 《戡乱动员令》,更加疯狂地迫害革命人民。用 “逮捕、监

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 。” (《 毛泽东

选集》一巷本,第一一二一页)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9川 大、华大、成华等校为买平 价米一事 ,

派出代表向伪四川省政府请愿,未得解决,于九日上午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 特 务 毒

打,受伤多人,被捕者达一百三十余人。这就是成都 “四九血案″。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残暴

罪行 ,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元比愤怒。次日,川大、华大、成华竿皎相继罢课。六月初,成都小

学教师集体到伪市政府请愿,要求增加工资,发给部分食米。教师们的正义要求,获得了各

界人士的同情,省市三所师范学校举行罢课游行,各大中学校组成了成百的募捐队,四 出募

集食物、钱财,作为教师罢教、请愿的食用,甚至连小学生也自动列队游行,声谖孜师的斗

争。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斗争继续了十余天,伪市政府被迫承认自六月份起增加工资,发
给部分食米,斗争获得胜利。

同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改法币为金园券,金园券一元兑换法币三百元9造成物价飞

涨。到一九四九年四月,重庆的米价每市石涨到八万五千元,连发一封平信也要 一 千 五 百

元,可是同期重庆中学教师的薪水最高不过一千一百余元夕连喝水也不够。成都、重庆等地

各大中小学教师于是先后罢教,一致要求调整待遇,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各校学生也纷纷

罢课,有的学生还以绝食来支持教师的正义要求。一九四

^J年

四月十五日9重庆各校还联合

成立了重庆市师生争生存争温饱委员会,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重庆广大师生决定在四月二

十一日,举行全市争温饱争生存的大游行,但是却遭到国氏党反动派的破坏。四月二十日,

国民党反动派在沙磁区枪杀两名革命志士,暴尸路旁”以恐吓学生,并从下午六时起,在全

市实行戒严,派大批特务警察包围学校,以 致全市大游行未能实现。尽管如此,学生们仍然

在各地分区举行了游行示咸,给反动派以沉重打击。事实证明9 “学生运动是整个人夭运动

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9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 毛泽欠选集》一爸

本,第——二一页)。

三、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城市人民的
“
抢米

”
风潮

在学生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工人们为了生存,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掀起了罢工斗争。一

九四六年二月,重庆李家沱毛纺厂、大渡口钢铁厂、重庆第二纺纱厂、裕丰纱厂等处工人举

行罢工。三月一日,重庆市电讯职工派代表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提高工资,遭到横蛮拒

绝,六 日便发起了四千多工人的示威游行 ,并立即转入了罢工。接着,在重庆的中国肮空公司

职工也举行了罢工。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大到海员、邮政、纺织、印刷、钢铁、机械苷各个部

门,席卷了整个重庆地区。在斗争中,工人们认识到: “应该白己坚强地组织起来,才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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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自己的痛苦。”于是纷纷建立组织,如机器制造工人成立了中国机器工人联谊会。有的组

织还扩大到省外9如西安等地的电讯职工代表也集中于重庆,积极筹各成立全国 电讯 职 工

会,把运动不断引向深入。工人的罢工运动遭到了反动派的残暴镇压。国民党调来大批军队

屠杀工人9又从党务训练班、政治学校抽调大批军警到各工厂,强迫工人复工,各个工厂几

乎成了兵营。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工人举行罢工,国 民党反动派血

醒镇压,逮捕代表七人,其中二人遭枪杀,一人生死不明。工人们纷纷要求立即释放代表,

反动派假意率领工人出厂寻找,将工人诱至郊外进行枪杀,死伤惨重。事件发生后,该厂和

附近工厂的工人以极大的怒火,掀起了惊天动地的大罢工斗争。李家沱中国毛纺厂工人举行

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女工们以绝食来抗议反动派的罪行。与重庆工人罢工的同时,成都等地

的工人也先后举行了罢工斗争。

这个时期,四川的工人运动与城市人民的反饥饿斗争是紧密相联的。正当工人运动势如

燎原的时侯,贫苦人民反饥饿斗争的 “抢米”风潮9也先后在许多城镇发生。一九四七年五

月五 日,成都地区发生一次大的 “抢米
”风潮。从这天上午十时左右到晚上七时许,有三百

多家粮店被抢,计抢米一万四千余石。有的饥民还组织起来开展 “吃大户”运动。反动派不

仅不解决饥民的生活问题,反而用枪杀、殴打、逮捕来对待 “抢米”
群众。反动派的镇压 ,

激起饥民群众的更大憎恨。一部分饥民就愦怒地包围了国民党成都市政府,另 一部分饥民还

直接冲入伪四川省政府。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重庆地区又发生一次大的 “抢米”风潮,

其中一支饥民从嘉陵米厂起,沿着枣子岚垭、黄家垭口、米亭子、两路口、上 清 寺 、菜 园

坝、大溪沟等粮店汇集,形成一支不可阻挡的巨流。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镇压,也无法

阻止。直至次日晨,在江北、南岸等地, “抢米”
事件仍继续发生。

“抢米”风潮是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极为严重的产物。国民党打内战,弄 得 民穷 财

尽,物价飞涨,广大人民无以维生,被迫挺而走险,于是乃有
“抢米”风潮出现。 “抢米”

风潮是全国人民反饥饿反内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民党的日益腐朽,斗争蔓延到合川、

内江、江津、长寿、武胜、眉山、荣昌、灌县、洪雅等县,进一步加深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政治危机。

四、农村的民变武装起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 民党反动派极端横暴地实行征兵征粮制度9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

难。四川更是遭受暴政戕害极为深重的地方,反动派强拉壮丁,搜刮民粮,逼得广大农民无

法生存,只有奋起反抗。从一九四六年起,农民们组织起来反抗抓丁、征粮的斗争已非常普

遍。许多农民自动拿起武器向反动派斗争,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民变运动。

一九四六年五月,通江、南江、巴中等地,首先爆发了农民武装起义。八月上旬,通南

巴的许多村镇均被民变武装占领。接着,起义迅速蔓延到旺苍、广元、巴中、阆中、苍溪、

昭化、剑阁、江油等县,起义群众达十余万人。他们以南江、旺苍、广元为主要根据地,以

旺苍的原始森林为中心地区9同 国民党反动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与此同时,川东和川南等地都先后爆发了民变武装起义。川东民变武装约有人、枪八千

到一万,活动于巫溪、奉节、云阳、万县、岳池、邻水、合川、大竹等十余县,其 中邻水、

岳池、广安的民变武装就有工、二千人,以 华莹山为根据地,声势甚大。川西地区的民变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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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到一九四六年底,已有四五千人,分布在大邑、郫县、新繁、华阳、仁寿、茂县、汶川等

二十余县。川南民变武装有人、枪五万余,活动于古蔺、古宋、叙永、宜宾、富顺、荣昌等

二十余县。

随着民变运动的发展,参加的阶层也逐步扩太。除农民外,工人、手工业者、学生,甚
至国民党政府的小公务员和中小地主,有的也被卷入了运动;而国民党军队中官兵哗变投入

起义队伍的事,更是经常发生。起义群众除汉族外,还有少数民族,如川康地区就是汉族和

彝族联合起义。民变运动已逐渐形成为农村各阶层人民反抗蒋介石暴政的联合斗争。

民变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镇压民变武装,国民党反动派抽调大批

军队实行 “清剿”。但是,由于四川人民所受灾难极为深重”再也无法生存下去9用武力推

翻反动统治已经成为广大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因此起义军愈 〃剿”愈多,活动范圃越来越

广。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农民起义已普及一百三十余县。

民变运动的蓬勃发展,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它冲击了国民党的

反动统治,扰乱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牵制和削弱了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兵力,从而有力

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促进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
洗 盏

”
辨

黄 镇 华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沟名篇 巛亩F赤壁赋 》中有这样一句: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 。 对 其 中的 “洗

盏”
一词,《 古文观止 》、《中华活叶文选 》和 《古代散文选 》都淡作注,只有从曹国锋先生译注的 《古文

观止 》的译文 “洗了杯子再吃” 中,看得出他对 “洗盏”的理解。肉Ι三家是不是也认为 “洗芑:” 即 “洗了

杯子” ,由于这太简单扌没作注呢?不得而知。我认为,不能把 “洗盏”解为 “洗了杯子”
。为什么呢 ?

(-)可以任 “杯盘狼籍”而不顾,可以 “相与枕籍乎舟中”——苏轼与客豪放如斯,怎么会在这里横生出这

种 “讲究”呢?(二 )再说,正装着酒在吃的杯子,又有什么必要要洗了再装酒吃呢?我这里想对 “洗盏”

提出另外的解释—— “干杯”。“洗”,意为如水之荡尽,一扫而光。 “洗盏”,让杯中之酒一扫而光,即
“干杯”。这样, “洗盏更酌”就应译为 “干杯再饮”。我们可以想象:当苏轼说理谈玄,议论风生时,众

客皆停杯释箸,心驰砷往。最后,大家烦愁顿治,痛快至极,来 :干杯再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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