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田刚 美编 钟柳 责校 廖雪源

最出名的树
重庆晚报记者从红岩村站2号出入口出发，走了800多米就到达红岩村景区。这里不仅

有红岩革命纪念馆，还有大有农场牌坊旧址、饶国模故居、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
办事处旧址、大礼堂旧址、水井旧址、防空洞旧址……

红岩村内最出名的树，应该是立在三岔路口的那棵大黄葛树。它为饶国模女士种植，是
红岩村里一个著名景点。在抗战时期，有“走红岩，投八路，抬头先看黄葛树”的说法。

到了黄葛树下，向上是通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左边的道路向下则是通往国民党
的国民参政大楼。所以，当时的人们又称这棵黄葛树为“阴阳树”。

1946年春，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的
几十位同志，在这棵黄葛树下合影，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1976年，这棵具有特别意义的黄葛树曾遭遇雷击，后来经过嫁接得以存活。
如今，这棵黄葛树枝繁叶茂，幽静祥和，为此地撑起一方绿荫。

最重要的建筑
红岩村内最重要的建筑，应该算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公大楼旧

址。这里的底层是公开机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二楼是中共秘密机关南方局和领导同志
的办公室兼卧室，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是南方局负责同志经常开会、作出重大决策的
地方；二楼最大的一间屋，是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图书室；三楼是南方局、办事处的机要科和秘
密电台，主要负责与延安及各地有关电台的联系及机要文件的传送。

继续朝前走，红岩公墓旁，有流水潺潺，这附近有当年人们开的水井，以及防空洞。据现
场的介绍牌记载，当年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的同志，都曾在这个防空洞内躲避空袭。

最珍贵的回忆
收藏爱好者马先生收藏有几十年前的

红岩村明信片，非常珍贵。
马先生告诉重庆晚报记者：“这一组红

岩村的老明信片，背后还有纪念章，是自己
有一次在古玩市场淘的。这组明信片的拍
摄时间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个甲子
的历史。”

曾经在红岩村旁重庆市工业学校读书
的市民刘家麒，家里也珍藏有几张在红岩村
留影的老照片。

刘家麒告诉重庆晚报记者：“马先生收
藏的纪念明信片，在上世纪60-80年代很
受欢迎，这是人们对游过之处最真切的纪
念，多年后翻看，满满的都是回忆！”

红岩村原名

红岩嘴
很多人都知道红岩村，却不知道红岩村曾经叫红岩嘴……近

日，重庆晚报记者就来到红岩村，打探这里的文化和历史。

轨道交通9号线、5号线红岩村站2号
出入口出，步行800米左右到红岩村。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杨雪 摄影报道

红岩村原本不叫红岩村

《重庆市地名辞典》记载：红岩村，在沙坪坝区化龙桥。距区驻地小龙坎约3公里，人口
2000余。1938年前名红岩嘴，爱国民主人士饶国模在此办大有农场。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
局和十八集团军驻办事处迁此，更名红岩村。

渝中区党史研究室主任龚渝告诉重庆晚报记者，红岩嘴是消失的地名，在《重庆市渝中
区消失地名录》中，这样介绍红岩嘴：街巷。因此处岩石为红色而得有名。位于化龙桥附近，
现红岩村。20世纪30年代饶国模在此经营，取名为刘家花园(饶的丈夫姓刘)。抗战时期，中
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设于此处,更名为红岩村，原地名消失。

红岩村又因何得名？重庆晚报记者在红岩村景区的官方介绍牌上看到：红岩村，因其地
表主要由侏罗纪红色页岩组成且地形自南向北俯冲而下延伸至嘉陵江边，故称红岩嘴，1945
年改名为红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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