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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学身后的故事
刘文学保卫集体财产英勇牺牲的

事迹，迅速传遍全国。以刘文学为主
题的图书、连环画、歌曲、舞台剧和电
影开始四处流传，他的故事还进了小
学教材，成为各地少先队员争相学习
的先进。

刘文学的墓园也在1960年建成。
据介绍，这一年的儿童节，墓园接待了
数万名祭奠者，双江小学每年接到的
信件有上万封。英雄母亲——不识字
的刘妈妈余太贞，也开始背诵着别人捉
刀的演讲词巡回演说。但在轰轰烈烈的
学习刘文学高潮中，双江村却发生了几件
不和谐的个案。

村民刘明远说，在墓园建成不久，可
能是和余太贞有嫌隙，一个叫严家贞
（音）的怀孕妇女把墓园的围墙推倒了，
民兵刘明远把她押送到合川县公安局，
因为严家贞肚子已经很大，公安局不接
收，好像最后对其作了监外执行的刑
罚。刘明远的老姨兰文学，也曾因为与
英雄母亲余太贞吵架骂了难听的话，而
被判劳改11年。此外，当地还有一个
姓李的巫婆，四处和人讲刘文学变成了
僵尸，要出来抓人。“她也被判了刑。”现
任双江村支书李天益说。

但这些冲突基本都在合川内部消
化了，没有流传出去。时间进入上世纪
80年代，刘文学身上的光环开始消退，
也远离宣传的聚焦点。21世纪，当他
在网上间或被讨论时，人们的神态与
语气都与50年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在
重庆合川区双江村，刘文学仍是一个
保卫集体的英雄，没有人试图为地主
王荣学报仇平反。在刘文学墓园的石
阶上，一个小男孩唱起了歌：“渠江水
呀弯又长，有颗红星放光芒。少年英
雄刘文学，你是我们的好榜样……”

50年前的昨天
刘文学与地主狭路相逢

50年前的11月18日，少年英雄刘文学（入选“100位新中国
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深夜里与偷海椒的地主王荣学英勇
搏斗而献身。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契机，“感动中国人物”的评
选，让有关刘文学的记忆复活。而刘文学50周年忌辰纪念活
动，也让位于重庆合川的刘文学墓园焕然一新。

刘文学墓园两侧的草坪内杂草丛生，杨义
全把它们拔掉，再植入新的草苗。

他和刘文学同岁，两人当年是玩伴。“刘文
学比这个像瘦一点，个子略高一点。”杨义全指
着身后的塑像说，他和刘文学一起在重庆市合
川区云门镇双江村小学读书，刘文学比他低一
个年级。在他的记忆中，刘文学很善良，经常
帮助孤寡老人捡柴、挑水；政治上也很积极，有
时会在批斗大会上拿小棍抽打地主。

1945年4月28日，刘文学生于重庆市合川
县（现为合川区）的双江村。刘文学在战争与
天灾的双重阴影下长大。他的父亲新中国成
立前是一个裁缝，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去世。
刘文学的母亲余太贞新中国成立前靠给人洗衣
为生。刘文学还曾有一个早夭的妹妹。四五岁
的时候，刘文学就要背着背篓上山去捡柴。

这是 1949年 11月 30日重庆解放时，刘文

学的家庭状况。那个杀害他的地主王荣学，同
样在战争和天灾的双重阴影下成长，他的家庭又
有什么样的不同？14岁的刘文学去世时，没能
留下一张照片，逝后的画像和雕塑大抵可以还
原他的长相。而比刘文学年长 23岁的王荣学
的真实形象已经模糊，有关刘文学故事的插
图、舞台剧和电影中，他都以猥琐和穷凶极恶
的面目示人。

上年纪的村民们对王荣学比较一致的描述
是，他身材高大，看上去很健康。此外，他拥有的
土地不多，但是一个“恶霸”。现任双江村支书李
天益提到，王荣学有时会骚扰污辱路过双江的纺
织女工。老支书何炳全记得，新中国成立前曾帮
王荣学的果园摘柑橘，不小心碰断了柑橘树，结
果王荣学大声训斥他，并从他衣服上撕下布条绑
住断掉的柑橘枝干。“他家果树很多，有几百棵。
房子很大，有一个大院子。”

合川县土改委员会成立于 1951 年 6 月 1
日，标志着遍及全国的土地改革开始在这个
岭谷与丘陵交错的地域展开。刘文学此时刚
刚6周岁。

刘文学受地主压迫的一个事例是，他被王
荣学打过。王家大院距离刘文学家只有几百
米，据刘文学传记故事记载：刘文学有一天和小
伙伴们路过王荣学的柑橘子园。“看什么！”王荣
学斜着一对三角眼，拿着一根文明棍，从园子里
钻出来。大孩子马上跑开了，刘文学则被捉
住。“最近我家柑子丢了很多，一定是你们这些
穷孩子来偷的。”王荣学把刘文学的背筐夺下
来，把背筐绳扯下来捆住刘文学的手，拖到坡
边，用手一推，刘文学就摔倒在地上……在刘文
学 14岁的生命历程中，与王荣学有过 3次较

量。这只是一个开始。
刘文学的母亲余太贞也积极参与了对地主

的批斗。村民刘明远说，他看见余太贞站在台
上喊口号。有时她会带年幼的刘文学参加批斗
大会。那个时候，刘明远与何炳全都还没太注
意这个叫刘文学的孩子。

据老支书何炳全回忆，当时双江村大概揪
出了15个地主，其中拥有土地最多的大概是李
洪欣（音），能产三四十石谷。这些地主被戴上
高帽，躬着身子，接受社员的轮番数落，“打倒恶
霸地主王荣学”等口号此起彼伏。

地主李洪欣因为害怕批斗跳江自杀。幸存
下来的地主，都被管制起来。“不能乱走乱说，每
次赶集时，治保主任会讯问他们：做了啥坏事没
有？老实不老实？”

土改后，王家的房子被贫下中农占了 2/3，
王荣学继续务农，后来被分配到运粪船上工作，
往返于重庆与双江之间，将重庆的粪便运至双
江积地肥。王述成生于 1950年，他记忆中，自
己的父亲和三伯王荣学经常因为自己的阶级成
分而受到批斗，“一般在晚上批斗，我不去看”。

刘文学在土改后入学，但因家里没有劳力，
辍学了一次，1956年再度就学，与小他3岁的李
天益同班。聪明而又表现积极的刘文学很快加
入了少先队，并当上中队长。“我们双江小学 3
个班级，一共100多人，只有一个中队长。”李天
益说，刘文学学习好，组织与号召能力都很强，
常常组织大家去田里割草积肥及做其他农活。

老师不在的时候，刘文学会主动组织同学
学习。“他也有捣蛋的一面，有时动手打人哦。”
李天益回忆说。王远林是刘文学班上年纪最小
的同学，他回忆，有一次下大雨，刘文学让他待
在学校，自己回家给他捎带午餐。这个故事，当
年也被记录在有关刘文学的小书里。

一个初冬的早上，刘文学和同学在上学途
经渠江码头的时候，看到王荣学在贩卖辣椒。

“辣椒只卖一角多钱一斤，他为什么卖三角呢？”
刘文学又从王荣学的背篓里发现柑子，“你偷柑
子，卖黑市！”刘文学举报到生产队长那里，让王
荣学受到了惩处。这是刘文学与王荣学的第二
次狭路相逢，刘文学取得了胜利。

刘文学在获得与敌斗争荣耀的时候，双
江村也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正遭遇“三年
自然灾害”。时间定格在 1959年 11月 18日
深夜。刘文学与王荣学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
次相遇。这次相遇的一个背景是，饥荒开始
在双江村蔓延。但是生产并不能因此停顿。
当时的村干部张成英说，刘文学的母亲余太
贞与其他社员一道修水库，刘文学则在晚饭
后与其他社员一道在田里突击干活。已经很
晚了，张成英就让刘文学赶快回家，不要耽误
明天上课。结果刘文学一夜未归，后来发现
了他的尸体。

因为王荣学当晚在运粪船上神情诡异，
加上刘文学死亡现场的脚印与其相符，嫌疑
目标因此锁定在王荣学身上。“那天晚上合川
公安局的黄股长与云门派出所的王所长，就
在我家审讯王荣学，从晚上 7点一直审到次
日凌晨 4点，开始王荣学不招，一直到凌晨 2
点左右才认罪。”张成英说。

事情的经过大抵是：王荣学在集体伙食
团的海椒地里偷海椒，准备搭着运粪船到重
庆私下贩卖，结果被刘文学撞见。王荣学拿
出一块钱给刘文学，但刘文学说“谁要你的臭
钱”，坚持要揭发他。已经被管制的王荣学担
心自己受到更严厉的批斗，于是掐死了刘文
学，并把他丢至附近池塘内。

双江大队的民兵刘明远曾押着被捆绑的
王荣学，在双江小学开批斗大会，刘文学生前
的同学们纷纷上来打他。不久，王荣学就被
枪毙了。刘文学死后，饥荒仍在加剧。“生活
紧张，没东西吃，大家都吃观音土、芭蕉芋，身
子和脸都肿了，没办法，晚上都出去偷。”刘明
远说，他自己不去偷，但他老婆会去偷萝卜、
青菜回来。何炳全说，那时大家基本都偷南
瓜，因为可以果腹，很少有人像王荣学这样偷
海椒，那是为了贩卖。 据《南方都市报》

刘文学在批斗中的觉悟

地主在土改中的命运

刘文学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