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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趱文镝 》簿翥

郭久麟同志撰写的 《罗世文传》曲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者几次嘱我为此书写一篇

序言。本来,这个任务由其他老同志承担更恰当一些,但考虑到几年来我-芷负责四川地方

党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四川党史人物传的编写也是工作内容之一;一九三九午,我又曾在

罗世文烈士领导下工作过,出于对烈士的崇扭和怀念,出于对党史人物传编写△作的热爱和

关切,我只好不计笔拙了。

《罗廿文传》忠实详尽地记叙了烈士的一生。从一九○四年出生到一九四六年八月牺牲

在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总共四十二年。这四十二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它对中国

人民来说却是水深火热、血雨腥风的四十二年,是 自求解放、英勇战斗的四十二年,是决定

中华民族命运的四十二年。这四十二年,四川人民进行了∵次又一次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

描绘了一幅又一幅宏伟壮阔的历史画卷,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入物。罗世文烈士

就是这些英雄的一个代表。他既是这幅伟大历史画卷的画中人,也是伟大历史两卷的丹青涂

抹者。幼年,他曾目睹辛亥革命中四川人民推翻清朝政府的英勇战斗。五 四 运 动 后新文化

t四 川的传播,他有切身感受。他参与业领导了第一次冂内革命战争时期四川人民反帝反封

逭亡:△ I烈烈的群众运动。为四川地方党创建作过重大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 讧;代 英、 肖楚

女、 i亏 宙 Jr、 吴三章竿同志,部是罗世文的战友和知交。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他荣幸地由党

派遣豇兀宁挟乡、世界上革一个注会主义国家苏联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九二七年大

革午失吹以后,在党和人民处于危难关头的时候,他回到祖罔,回到四川参与省 委 领 导 工

作,以后担任书记职务。他参与领导了旷继勋部队的武装起义,打起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的

旗帜。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后,他以四川省委书记的身 分 去 到 根据

地,在张冂焘排斥打击迫爷T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仵,为根据地的

发供t礻:了 汗,出了力。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派 造 旧l丿 ||做川军刘

氵|:、 邓锡侯午的工作,后来又担任川康特委书记,对四川抗战初期的抗冂救亡运动,对四川

圯方党的趸建给予了有力的指导。一九四○年工月他被冂民党反动派逮捕以后,在集中营里

自t续坚持斗争,不为敌人的压迫利诱所属服,表现了共产党人棠高的革命气节和高尚的革命

精神。在经历了六年多牢狱生活以后,他给党留卞了珍贵的遗信,在刑场上 高吟革命 的诗

篇,壮烈牺牲 !

传记根据中共党史,i畏捃四川地方党史的发展线索,记载了革命历史发展如何哺育烈士

成长;烈士又如何用自己的革命实践,用鲜ru。 和生命推动历史前进。鲁迅诗云: “血沃中原

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Q” 借丹l它 作为罗世文同志一生的总结,我认为是比铰恰当的。烈

文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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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们血沃中原、血沃四川,哺育了急风吹不折的遍地 “劲草
”,内外反动派掀起的寒流滚滚

的大地上,都生发着即将烂漫开放的春花。当罗世文同志及其他烈士们血染中国大地之时,新

中国的胎儿,已在受难的祖国母腹中躁动了。一九四六年八月,美蒋反动派在全国发动空前

的大内战,罗世文牺牲了,千万个烈士牺牲了,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
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的东方屹立起来了 !

曲此可以说, 巛罗世文传》既是烈士自身成长的内容丰富的历史,又是四川人民在党领导下
英勇奋斗不惜牺牲夺取胜利的历史,又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全国人民在党领导下不屈不挠前仆

后继夺取胜利的历史。因此,这本传记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由

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成长史去读它,可以作为四川地方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去

读它,可以作为中冂人民自求解放斗争历史的一个侧面去读它。我们从中可以找到革命者个

人成长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出地方党发展的经验教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从这个局部

理解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这样说,不能说是故意夸大吧?

作者用文学体裁写这本传记,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对历史人物的刻划,采 用`形 象 的手

法,文学的语言,这对于读者来说无疑可以增加阅读的兴味,读后能在自己脑海中留下较深

刻的印象,使传记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作者郭久麟同志现在年近四十,他在四川外语学院担任中文课教学的有限业余时间内 ,

在完成了 《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和 《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之后,就集中精 力 写 这本

书。他到许多省市去考察烈士的生平,访问了罗世文同志生前有过往来的同志,查阅了有关

的党史资料、档案。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完成初稿后,又经过三年时间再调查、再修改。他的

稿子送给我看前后共有三遍。对于有关同志的意见他都认真对待,再 调 查,再 核 实,再修

改,说明他对党史负责,对烈士负责,对读者负责。这种精神,这种学风,值得发扬。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本书也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从个人 感 觉 到 的来

讲,写烈士青少年时代这一部分文字稍嫌长,而且有些地方略微给人欠真切的感觉 ,文彩也稍

次。但是,从第三章写到罗世文参加革命以后,材料就更丰富了,人物更真切丰满了,文字

也更形象、生动、鲜明了,自 然文学味也更浓了。是否如此,请读者读后去评判。第二,罗
世文同志一生,涉及四川地方党多方面的历史,传记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叙,人物的评价 ,

不能说都百分之百的准确,虽然作者对此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疏漏欠准之处恐伯难以完全避

免。这在四川地方党史编写正处在收集材料编出大事年表的阶段,要求作者个人做完有关党

组织、党史工作者还要几年才能完成的重大任务,当然是不现实的。这方面如读者特别是一

些老同志发现问题后;请向作者提出,允许作者在传记重版时再作补充修改。第三,罗 世文

同志的 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我们,是后代都应崇敬的英雄人物;但他自己

的一生也不是毫无缺点,毫无教训的。比如,三次 “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曾使苏区党损失

百分之九十,白 区党损失卣分之百,这一段时间他正是四川地方党的负责人之一,错误路线

难免要执行,四川地方党受到损失,也不能完全脱去关系。我们研究历史,要重视这一点,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但不宜过多地讲个人责任。传记根据这一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原则,粗
而不细地表述了有关问题,我想是比较恰当的。还有,罗世文同志被捕发生在一九四○年囤

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反动派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借机嫁祸于人,朱亚凡同志

已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川康特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特委领导人到乡下暂避一时,以
防敌人突然袭击。罗世文出于对事业的责任心,亚认为自己是身分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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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进攻面前不能示弱,仍然到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去处理工作,而被敌入暗算,造成不

可弥补的损失。这件事如何正确评价?显然,罗世文同志的主张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从另一

角度考虑,如他对我们讲统一战线时曾正确枣结耳明路线在十年内战中的 “左”和抗日战争

初期的右的经验教训,教导我们要开展两条路线斗争,而抢米事件后,他却疏于防范,是否

也属考虑欠周全呢?烈士已英勇牺牲了,我们对他已不应苛求了,但这个教训,后来者却应

当认真吸取。

申国人民解放斗争胜利已经三十多年了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

后,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战斗已经打响,新的历史性的长征已经胜利开始。现在进行

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不同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未夺取政权以前的黑暗岁月,但前进道路也不

会一帆风顺,毫无障碍。新的历史是旧的历史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历史经验仍然值得人们注

意,历史人物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仍然有重大的借鉴作用。让我们在烈士们先辈″l开创的宏伟

业绩的基础上,认真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去开辟我们共产主义的更

伟大的前程吧 !

烈士们永垂不朽 :

一九八三年二月廿一口于成都

“
十 九 年

”

杨 本

井 一 十 九 年

《庖丁解牛》巾两言
“
十九年

”,课本未注,-

s殳 苡者都将其黑解为实欤一十九年,共 实 耒必。

《庖丁解丰Σ是战国时广 泛泣 传的一则寓言故

苯,不一定实有其事。冂此,不必将
“
十九钜”

机械

地礓解成一十丿1年。联系上 下文
“
良庖 岁更刀

”
、

“族庖月更刀
”

、 “所解数千牛
”,其 屮的

“
岁
”

、

“
月
”、 “

浆千
”

皆虚数, “数千
”以言其数量多,

“
岁
”

、 “
月
”以言其讨问短,故 “

十九年
”
亦是以

:三
Ik言其时问长,应理解为

“叶、九年
”

即十年九

】。∶二丿、钟失生《庄子发微Σ于《养生主》曰: “
十

fL∷ .十
=lL年

世。《书》《无逸》之篇 曰: ‘或五

六乒,∴Γl Ⅰ
·∶t’ 。儿云十九,犹彼云匹l三矣。"另

彳千

外,《 论讠≡ ·述 而》: “
加 (按,加 即假 )我 数

狂,五十以学《易》j可以无大过矣。”
清经学 家俞

樾在其 所 著 的《续论 语骈枝》里说: “‘五
’

、
‘
十

’二字承
‘
加我数年

’
而 言,盖 不取必所假者

几何年,故著二字,言 五 或 十也。”
这也可作为将

“
十九伍”理解为

“
十、九午

”
目I十年丿L年 的又-旁

证 。

“
十力.年

”
与

“
十、九饪”

从葸义~L看 , 皆言其

久,差别甚微。但从结构上看,一是以具体的数目字

言其久,一是以并列的两个虚效合而言其久,其区别

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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