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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饮一江水

义。其中，同盟会会员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四川自贡荣县军

政府，这是在武昌起义之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地方革

命政权。这次保路运动，被称为武昌起义的先声。

抗战爆发后，先后有总计 30 万川军与 300 万壮丁奔赴前线，

与侵略者拼死抗争。“七七事变”后，四川安县（今北川县）

的青年教师王建堂满腔愤懑，主动请缨上战场。很快，在他的

号召下，一百多名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汇聚到一起，组成“川

西青年请缨杀敌队”，他被推举为队长。

1937 年深秋，安县出川抗战欢送大会在雨中开始，天气寒

冷挡不住纷纷赶来的乡民。欢送大会上，安县县长成云章展示了

一面大旗，旗的正中写着一个苍劲有力的“死”字，其余文字写

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

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

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这是王建堂年迈的父亲写下，交给他的。

王建堂从军后，被编入二十九集团军四十四军，担任过副官、

参谋和副营长。他在前线作战七年，两次受到国民政府国防部

的嘉奖，受过三次伤，每次都是用“死”字旗包裹伤口，然后

把沾满鲜血的旗子收好。他说：这是活着回去后对老父亲最好

的交代。这面“死”字旗代表的精神，又何尝不是川人对共饮

一江水的全国同胞最好的交代？

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重庆，是抗战时中国坚不可摧的战

时首都。1940 年 5 月 9 日，国民政府决定重庆为“永远陪都”，

当时的公文称：“重庆为战时首都，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

枢纽者，三载于兹；且今后抗战胜利，亦必预计其为西南建设

之中心，并得在历史上成为千秋万世永值纪念之名城。”

2008 与 2013，汶川与芦山两次地震撕裂了四川的大地，但

无法摧毁这里的人民坚强乐观的内心。在地震废墟中，老乡仍

然把紧缺的食物分给前去采访的记者。如今，震后重建的一座

座新城里，随时飘荡他们豪爽的笑声。

这就是长江的川渝，它随时让你铭记的，是巴山夜雨、望

帝春心。

从都江堰分流而出的岷江水灌溉着天府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