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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官方资料显示：曾家岩50号周公馆旧址，位于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原为赵少龙和赵佩珊夫妇的房产。1938年秋，因
为防备日本飞机的空袭，赵全家迁住乡下，房子就租了出来。1938年9月
至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设立以周恩来为书
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机关设于机
房街70号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内，后因日机轰炸，于1939年5月移驻红
岩。同时，为了解决中共代表的住房紧张问题，方便开展工作，周总理的夫
人——被后人尊称邓奶奶的邓颖超同志，于1939年2月以周恩来的名义租
用了曾家岩50号一、三层和二层东侧的几间房屋，对外称“周公馆”，以此作
为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南方局文
委、妇女组、外事组、军事组等均设于此。

1961年，曾家岩50号周公馆被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理人 杨雪

邮箱：cqwbxcj@163.com
记录具有城市记忆的人文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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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公馆的官方公开资料显示：在重庆大轰炸中，
周公馆曾多次被日机轰炸。1940年底的一天，日机突
然来袭重庆市区，周总理当时正在房间内和郭沫若谈
话。听到防空警报后，赶紧和工作人员走到周公馆的防
空洞躲空袭。

突然，他们从防空洞的座位上被震下来。周总理警
卫员刘九洲知道一定是附近落了一颗大炸弹，赶紧从防
空洞上来，就看见周总理的办公室附近起火了。他赶紧
叫大家灭火抢文件。幸好发现得早，灭火及时，周总理
的办公室才没有蒙受更大损失。

曾家岩50号周公馆，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设在城区的
办公地点，抗日战争时期，周总理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
黄金时期的8个年头。

周公馆灰墙青瓦，外表优雅，安静地坐落在路边，似一
位历经风云变幻，满面沧桑的老人，向经过它、走近它的晚
辈们讲述段段往事。

周公馆在何处——渝中区中山四路

在周公馆，可以看到些什么？游客既可以看到周总理夫妇当年在周公
馆的留影、居住的房间，还有周总理夫妇间的“八互”原则。

周总理夫妇是有名的模范夫妻。“八互”原则是两人一次次谈出来的。
先是“四互”，后来加到“五互”，最后才是“八互”，这才逐渐完整概括了他们
多年夫妻生活的可贵经验。

一是互爱。作为革命夫妻，互爱是基础。
二是互敬。这一点在新婚时是可以做到的，越到后来越要注意，万不可

越到后来越看对方的缺点。当众人面前，尤其要注意互相敬重。
三是互勉。工作、学习、生活中互相勉励，共同前进。
四是互慰。生活中遇到不痛快的事，双方要互相体贴、温存、安慰，万不

可互相指责、埋怨、伤了感情。
五是互让。家庭生活中，难免有不同意见和争执。这时，要懂得让步。

非原则性问题，应互相谦让。
六是互谅。夫妻之间，总得相互谅解。倘若有错处，就宽容大度加以原

谅。
七是互助。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互相爱护，彼此关心。
八是互学。人都有缺点，也都有长处。多看对方优点和长处，并潜心去

学习，彼此互补短长，感情也会愈加巩固。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重庆晚报记者，周公馆是一栋旧式

的两进院落，主体结构不变，外在的装饰有翻新和维护，内部大部分展品是
根据当年曾在周公馆工作的南方局老同志回忆复原。当年周总理夫妇使用
过的物品，大多陈列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内，有周总理使用过的皮包、邓
奶奶给房东写的一封信等。

馆内能看到啥——周总理夫妇的留影、房间

周总理夫妇的父母也曾小住

据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官方资料显示：1939年5
月，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贵阳交通站的帮助下，周总理
的父亲周懋臣和邓奶奶的母亲杨振德从贵阳来到了重
庆，在曾家岩50号住了几天，后安顿在红岩嘴大有农场
内。邓奶奶的母亲杨振德会中医，可以开处方。一次，周
总理发疟疾，老治不好，邓奶奶就把母亲接到曾家岩50
号住了一个多星期，直到把周总理的疟疾治好了，周总理
夫妇才把母亲送回红岩。

周公馆曾被日机轰炸

轨道2/10号线曾家岩站2号出入口出，向左走即到。

背后故事

交通小贴士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杨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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