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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香山植物园樱桃沟内，有一块巨石，上

面刻着“保卫华北”四个大字。这块石头反映着血

淋淋的时代背景，也记载着一位青年学子的爱国情

怀。这个青年学子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赵德尊。 

赵德尊，1913 年 4 月 30 日出生于辽宁省辽中

县一个贫苦的人家。1931 年 9 月 18 日，正在沈阳上

学的赵德尊和同学们在宿舍里突然被隆隆的大炮声

惊醒，他们看见一道道闪亮的火光从日本租界发出，

一发发炮弹飞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九一八”事

变爆发，几十万东北军奉命“绝对不许抵抗”，让

出了沈阳。目睹了日军在沈阳市街头残杀我国同胞、

奸污中国女学生等暴行，赵德尊抗日的决心被激起。

他不愿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当亡国奴，决心离家出

走，寻找救国之路。赵德尊流亡北平，先是来到西

城皮裤胡同东北流亡学生的难民收容所，喝大锅粥，

每天领两角救济费，后来难民收容所改为东北中学，

赵德尊被编入高二班。 1933 年 9 月，赵德尊带着对

知识、对光明的渴望与向往考入了清华大学外文系。

考清华时，赵德尊数学不及格，但作文《路》以鲁

迅先生的名句“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

便成了路”结束，得了高分。

在校期间，赵德尊从来不发脾气，喜欢以罗白

作为笔名写一些短文章。他在 1935 年组建“左翼作

家联盟”清华园小组，成员有王瑶（后为著名教授、

中国文学史学家）、郑天翔（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赵俪生（后为著名历史学家）、冯契（后为著名哲

学家）等人。这是秘密组织，还需要有个公开的名

目，于是又组织了“国防文艺社”，又扩大改组为“清

华文学会”，以高尔基的“人生的每一时刻都应当

有它的高尚的目的”相互砥砺。这是一个以“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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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群众团体。赵德尊在 1936 年 6 月

27 日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一篇介绍清华文学会的

文章中大声疾呼“在这革命的前夜，时代暴风的吹

动，和现实的丑恶的狞视之下”，清华人应该放弃“自

我的讴歌，幻美的冥想”，丢掉“文坛登龙”的捷径，

配合全国人民一致的步调，做一点点事，尽一点点力。 

在清华，赵德尊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如《共产

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山川均的《社

会主义简史》等，还听北师大杨秀峰教授讲“社会

发展史”的课，开始懂得一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中

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开始用学到的理论分

析残酷的现实情况并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 

1935 年 5 月 31 日、7 月 7 日，国民党政府与日

本政府分别签订《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接

受日本帝国主义无理要求，华北主权大半丧失。11 月，

日本帝国主义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

共自治委员会”，华北局势加速恶化。北平高校学

生发起“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时为中共清华

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南翔执笔的清

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

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震撼人心的吼声，



40

清华史话

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抗日救亡组织。1936 年 7 月

初，200 多名民先队员在北平西郊香山的樱桃沟举

办了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军事训练夏令营。营员们

分成“敌”我两队，登上樱桃沟北山，展开激烈的

军事模拟演习。在野营中同学们经受锻炼，以适应

战时野外集体生活。休息时，大家聆听抗日前线的

消息和爱国志士的壮举，进行抗日斗争的政治形势

分析和讨论，经常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

等歌曲自我激励。 

赵德尊时刻思考着日益严重的局势，决心在石

头上刻字明志。赵德尊选定樱桃沟水源头附近的一

块巨石上凿刻“保卫华北”四个大字。在凿刻过程中，

北京大学学生陆平循声走了过来，于是两人合作，

赵德尊刻了“保卫”两个字，陆平接着刻“华北”，

四个大字呈十字形排列，每个字有六七寸大小，字

体方正有力，表达了当时广大抗日青年心声。 

1983 年共青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学联在“一二·

九”运动 48 周年之际，把这块有丰富历史内涵的石

刻列为重要革命文物。同时，在附近还建立了“一二

·九”运动纪念亭。 

此后，1938 年 8 月至 10 月，赵德尊任清华大学

党支部书记。抗日战争时期，赵德尊曾任冀西特委

统战部部长、晋中地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49 年 9 月，

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赵德尊任中

共黑龙江省委书记，这一年他才刚刚 36 岁，是共和

国第一代省委书记，也是最年轻的一位省委书记。

不久，他又兼任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

在新的历史时期，赵德尊在黑龙江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省政法委书记、省纪委书记的重

要领导岗位上，为黑龙江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民主与法

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85 年赵德尊离休。2005

年清华大学 94 周年校庆的时候，93 岁高龄的赵德尊

重返母校，把《赵德尊回忆录》赠送给母校。2012

年 2 月 1 日，赵德尊在哈尔滨去世，享年 99 岁。 

号召民众起来抗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爱国

无罪，收复失地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口

号声响彻云霄。

1935 年 12 月 9 日，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和市学联发动数万名大

中院校学生上街游行，到北平市政府门前请愿。 一

个月内，四次大游行、大示威，赵德尊表现得异常

勇敢。北平的 “一二·九”运动引发了风起云涌的

全国学生运动，成为全国性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

爱国救亡运动。在运动中，中共北平市委正式批准

赵德尊为中共正式党员。入党当晚，他激动地在日

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大愿得偿，生死以之，

抗日救亡此其时 !” 

1936 年 3 月 31 日，为了抗议当局镇压、悼念狱

中冤死的 17 中 17 岁的郭清同学，北平各学校组织

了抬棺示威游行。在这次游行中，赵德尊被捕，被

关押一个月左右。在狱中，赵德尊和其他被捕的进

步学生以及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申府等仍坚持斗

争，用小纸片办《牢狱之光》，放风时相互秘密传递，

相互鼓励。清华狱友还作了《坐监牢》歌。赵德尊

还发展两名同监牢的青年入党。后来经过多方营救，

清华校方保释赵德尊出狱。

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平青年学生成立了“中

“保卫华北”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