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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城记
记录具有城市记忆的人文景象

说起保家卫国，不得不说几位。两位女生，烈
士。一位男生，是至今还活着的“烈士”，有九十多岁。

郑老师介绍，展厅中有照片的，都曾是校史上
的学子，大部分都是烈士，是最可爱的人。比如奉
命潜伏敌营将海南岛防备地图传回的烈士萧明华，
比如至今还活着的“烈士”刘秉臣等等。

这里因为版面关系，就详细介绍这一位——杨
肖永。

杨肖永烈士，是重庆巴南区姜家镇人，兄妹8
人（四男四女），她排行第三。兄妹中，有4人（两男
两女）参军，都上了抗美援朝前线。

1950年12月20日晚12时左右，十多名包括
杨肖永烈士在内的大学生女兵，从北碚乘船顺江而
下，奔赴北方汇合，再跨过鸭绿江，走上抗美援朝战
场。她们来自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的国立女子师范
学院。报名参军后，她们被分配到了解放军的12
军文工团。而12军的军部当时就驻扎在北碚，即
现在校史馆所在的区域。

1952年9月29日，已是12军文工团作曲组组
长、重庆巴南籍战士杨肖永，不幸牺牲在朝鲜战场。

据杨肖永烈士的姐姐杨凌羽回忆：那天，是妹
妹杨肖永的生日（10月1日）的前一天（她的姐姐口
述，回忆牺牲那天是9月30日；文史资料是9月29
日），还差一天，就23岁了，她的妹妹，牺牲时还不
到23岁，花一样的年纪。

郑老师说：“同学们啊，那时的朝鲜，秋天是那
么美。22岁的杨肖永，是那么的青春洋溢，比你们

大不了几岁。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很有才
华，会唱会跳，还会谱曲，也是主要演员。

那天，因有特务利用镜子和太阳光指示目标，暴露
了战士们的位置——隐洞。杨肖永正拿着为祖国
慰问团写的《欢迎歌》曲谱到排练棚，4架美军‘油
挑子’(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对美军轰炸机的戏称)
突然来袭，精准投弹，炸毁了主排练棚。现场有7人
当场遇难，多人受伤。杨肖永被敌机扔下的炮弹
削去半个头部，背上也中了机枪子弹，当即壮烈牺
牲。她去世的第二天,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演出照
常举行，用的就是她谱曲的《欢迎歌》。杨肖永烈
士牺牲后，母亲将她生前的衣物收集，在巴南姜家
镇的一座小山上为她修了一个衣冠冢。大家可以
看看她的照片，多么青春美丽，英姿飒爽。”

郑老师说：“经过多方打探，我才了解到杨肖永
烈士的故事，联系上她的家人和同学、亲友，知道她
的家人也非常优秀。她的一位姐姐是华南师大退
休教授，诗经研究专家；她的弟弟杨通六，著名小提
琴演奏家，是马思聪的研究生；弟弟杨通八最出名，
曾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如果没有牺牲，杨肖
永烈士应该也很优秀，如同她九十多岁仍然健在的
姐姐一样，有幸福的家庭和未来……”

现场的同学和记者听完，有些泪目。在郑老师讲
完的时候，同学们沉默片刻，便无不动容地赋予了最热
烈的掌声：为解开那段尘封历史的郑老师，为那些牺牲
的英灵和幸运没有牺牲的战士，为那些最可爱的人。

时光匆匆，一晃多少年。我想我们，应该永远
不会忘记那些将热血、青春和生命奉献给祖国和人
民的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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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前夕，重庆晚报记
者跟着西南大学“00后”小萌
新们，一起打卡了西南大学校
史馆的“校史英雄烈士专题展
厅”。

26日上午，西南大学校史
馆副馆长郑劲松老师热情给
记者和分批排队进馆的部分
大一新生做了讲解。都讲了
些啥呢？一起来听听吧！

郑老师指着一个玻璃展柜中的展品说：“大家
看,这两块普通的瓦片，已经70多年了。瓦片一青
一红，为我们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历史：因为每块瓦
片上都印刻着‘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八个大字，历
史气息扑面而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青色那块砖上面还清晰可见
一行小字：“公营大竹林砖瓦厂出品”。郑老师说，
这同样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重庆第二机
制砖瓦厂，简称“二砖厂”，始建于1951年，前身为

“公营大竹林机制砖瓦厂”，由当时的川东行政公署
与重庆市建筑公司合办，厂址位于原江北县大石乡
（今属渝北区大竹林街道凤栖沱社区），此处也是明
初辅政大臣蹇义的故里。

大约10年前的一个暑期，学校翻新东方红会
议厅，换掉了房子上面的瓦片。正巧路过施工现场
的一位徐姓老教师不经意发现，工人扔在地上的旧
瓦片上居然有字，问了换下的瓦片不要了，就捡了
两块保存。后来，他将收藏的瓦捐给了校史馆，这
一青一红的两块瓦，就被放入这个专题展厅。

说起东方红会议厅，就不得不提到西南大学的
办公楼（又称行署楼）。该楼为砖木结构，斜瓦顶，
古色古香，系原川东行署办公楼旧址，已先后被评
定为重庆近代优秀建筑、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和重
庆市革命文物。行署楼有两栋，东方红会议厅即原
川东行署办公楼B栋。

郑老师介绍，重庆、四川解放后，1950年至
1952年，整个大四川曾分为川东、川南、川北、川西
四个行署区，隶属中共中央西南局管辖。川东行署
刚设立时，驻地在重庆的黄桷垭，1951年迁驻北
碚。1952年8月7日，川东行署区被撤销，这片办
公楼和大片上好的土地空置。它是怎样成为西南
大学办公楼的呢？

1950年10月，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地址在九
龙坡黄桷坪）、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地址在沙坪坝磁
器口）合并组建新的西南师范学院。当时交通不
便，新学校两地办学，地方狭小，不利于长期发展，
正多方寻觅新址。北碚的川东行署撤销以后，很多
单位都看中了缙云山下嘉陵江畔这片美丽的园子
和现成的办公楼群。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
记的邓小平同志在办公会上“一锤定音”：“最好的
地方应该拿来办教育！”就这样，1952年下半年，经
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和西南文教部同意，西南师范
学院分别从黄桷坪、磁器口搬迁到了北碚的川东行
署旧址所在地……

记者和同学们在展厅中看到这两块有“抗美援
朝 保家卫国”字样的瓦片，就来自东方红会议厅。

当年，抗美援朝，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当年，不
知是建楼时定制印字的瓦，还是砖瓦厂当时别具匠
心和爱国心，专门做了刻字的模具来制瓦。如今，我
们也能看到，片片瓦上，都是保家卫国的豪情和决心。

“最好的地方应该拿来办教育”

致敬 不能忘却的英雄们

东方红会议厅东方红会议厅（（原川东行署会议厅原川东行署会议厅））

校史馆的工作人员领着同学观展校史馆的工作人员领着同学观展，，看到郑老师在看到郑老师在，，就就
把麦递给他把麦递给他，，请他给大家讲英雄们的故事请他给大家讲英雄们的故事。。

展厅中的两块瓦展厅中的两块瓦，，看着普普通通看着普普通通，，却有却有““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之心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