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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

平静的书桌了 !
“

”
1952 年底，39 岁的蒋南翔迈逬了熟悉的清华园，

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欢迎会上，蒋南翔深情地说：

“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在 1932 年到 1937 年期间，

我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正是在这个强

敌压境、我们祖国风雨飘摇的困难时期，我在这里

开始了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

产党。现在有机会再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

兴。”

正如他所言，1932 年，时年 19 岁的蒋南翔从

家乡江苏宜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时代的他，

经常着一件灰布袍，平时静若处子，闲时一把二胡，

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给人诚朴寡默、沉着

静谧的印象。

清华自建校起，学生就有着关注国事心系天下

的传统，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与影响之下，蒋南翔先

后参加了“三三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现

代座谈会”，并于 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同学

中宣传逬步思想，他常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对时事的

精辟分析赢得同学们的尊敬。1935 年，蒋南翔开始

担任党支部书记。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

中国，国内局势紧张，战争迫在眉睫。1935 年，思

维敏捷、才华横溢的蒋南翔当选为学生逬步刊物《清

华周刊》的总编辑，他利用这一舆论阵地，推动清

华学生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为“一二·九”运

动在清华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

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2 月初，正当北平各校

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纷纷发

表反对日本策划的所谓“华北特殊化”的宣言，并

准备请愿时，传来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准

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

爱国学生痛感华北的沦丧已迫在眉睫。直接领导北

平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北平学联党团当机立断，决

定在当天即12月9日举行大规模抗日救国请愿活动。

12 月 3 日，清华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接受北平

学联决议、参加全市统一请愿的议案。在中共北平

市临委工作的清华学生何凤元得悉消息，从城里赶

回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

外宣言。

蒋南翔事后回忆，他“当天晚上就独自躲到清

华一院大楼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杜门谢客，抱着满

腔悲愤的心情，写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

书》”。“这篇宣言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当时痛

感华北人民面临亡国的威胁，地处国防前线的北平

学生，已在上着 ' 最后一课’，华北之大，已经安放

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我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

地泪流满面，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宣。”文章被油

印出来，在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还刊登在 12 月 10

号出版的《怒吼吧》第一期上，名为《清华大学救

国会告全国民众书》。文中“安心读书吗 ? 华北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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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赶快

大家联合起来，……要以血肉头颅

换取我们的自由”等语，澎湃激越，

表达了青年学子们的共同心声。

12 月 9 日，北平高等学校和部

分中学的数千名学生涌上街头，冲

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封锁、包围和

阻挡，汇集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请愿。但北平

分会负责人何应钦早已闻风避往小

汤山，只留秘书出来“抚慰”学生。

爱国学生当即决定举行示威游行。

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开始全市总罢课。1935 年

底，平津学联共同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深入各地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由北平学生的“一二·九”游行开始的全国性

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

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

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曾精辟地分析并指出：

“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

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

干部。”

1935 年 12 月 16 日大示威之后，南京政府要求

各校学生在 12 月 25 日前一律离校，以分散学生力

量。为粉碎此阴谋，在中共北平市委指示下，北平

学联发起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团一共分

为四个团，蒋南翔为第三团团长。第三团于 1936 年

1 月 4 日出发，沿预定路线南下。13 日抵达高碑店后，

遭警察围堵，并被武力威胁解散。为此，团员们讨

论救亡工作是否就此结束，为了防止门外的警察听

懂，大家都用英语交流。蒋南翔等人建议成立中国

青年救亡先锋团，得到大家认同。尽管被强行押回

北平，但第三团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其他团在保定

受阻后，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宣传团在北平汇

合后，2 月初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

先队”）

1936 年 2 月，国民党当局颁布《维持治安紧急

办法》，规定军警可以逮捕、枪杀抗日分子。从 2

月 21 日起，北平反动当局对各校开始大逮捕，其中，

重点是对清华，北平当局对清华的搜捕名单上第一

名要捕的就是蒋南翔。2 月 29 日晨，蒋南翔、姚依

林等被抓住，拘进西校门警卫室。这一下激起众怒，

在民先队员的带领下，学生们用石块、木棍与军警

搏斗。趁此机会，部分同学冲进警卫室，陆璀用小

刀割断蒋南翔身上的绳索。经过一场恶战，同学们

解救出被捕的同学。

当天下午，清华大学党支部要求可能上黑名单

的校内领导骨干分别躲起来。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蒋南

翔，躲到二院食堂里。当天晚上，当局又派大批军

警武装包围清华。当时，躲在食堂里的蒋南翔和工

友互换了衣服，脸上还抹了把煤灰。当军警搜查到

这里时，机智勇敢地蒋南翔若无其事地给他们倒水

喝，军警并没有认出乔装改扮后的蒋南翔，看了看

就走了，最后只能胡乱抓走了 20 多人回去交差。

《清华周刊》工作人员合影（1935 年），前排中为蒋南翔，后排左二为姚依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