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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9 月 18 日深夜，蓄谋已久的

日本侵略者在沈阳一个叫柳条沟村的地方

炸毁一段铁轨和枕木，然后诬称驻沈阳北

大营的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

守备队，进而向毫无戒备的北大营中国驻

军发起进攻。19 日晨，日军占领沈阳城，

同时侵占了安东，并相继侵占营口和凤凰

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尽管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忍让退避的

方针，且对人民的抗日活动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抑制和约束作用，但人民的爱国激情

终究是压抑不住的。“九一八事变”后一

年多的时间内，清华师生的抗日爱国言行

大致可分为迅即组织、宣传呼吁、演讲不

断、多次捐款与请愿劝导等五个方面。

一、迅即组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清华

学生即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北平各大学教职

员拟组织教职员联合会，研究办法，领导民

众，声援政府。9 月 21 日上午 11 时，清华

教职员公会临时召集紧急会议，九十多人参

加。著名教授冯友兰主持会议，会议议决由

清华教职员公会组织常务委员会，定名为“国

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推举

张子高、蒋廷黻、钱端升、张奚若、冯友兰、

陈岱孙等 17 位教授为常务委员；会员除交

本年会费（每人一元）外，再捐助个人薪金

的百分之一，由会计科代扣。当日晚 9 时，

“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于工字厅后厅举

行会议，推举冯友兰为主席。

1932 年 9 月 30 日，教职员公会选举

新一届对日委员会委员，人数改为 11 人，

上届委员可连任。经投票选举选出新一届

委员：冯友兰、叶企孙、章晓初、萧叔玉、

蒋廷黻、张子高、吴有训、何清儒、浦薛凤、

王化成、钱端升等。10 月 18 日下午 4 时，

由教职员公会干事会召集对日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推选主席，讨论会务。

二、宣传呼吁

“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迅速展

开各种宣传活动，向民众、政府和国际社

会传播相关信息，呼吁抵抗、遏制日本侵

略行为。仅从学生抗日救国会公布的捐款

“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之义举
○蔡乐苏（教）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清华成立教职
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师生即开展各种抗日活动。
这是发表在《清华校刊》上的有关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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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清单中，即可看出当时在宣传呼吁方

面的活动力度。据 1932 年 2 月 19 日《国

立清华大学校刊》（以下简称“校刊”）

公布的数字，在总支出的 1218.90 元中，

宣传股就用去 772.34 元。

9 月 24 日，教务处通告：本日全体学

生分道至附近乡村讲演东北问题，特许停

课一日。同日晚 8 时，冯友兰主持教职员

公会对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组织

宣传股，负责编印英文小册，将此次日本

强占东北事件之真相宣示世界各国，会议

还议定了《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

会致国际联盟理事会电》。

11 月 7 日，《清华周刊》第 36 卷第

516 号特辟为“对日问题专号”，扉页印

有民族英雄岳飞劲书之“还我河山”四个

醒目大字。此期《清华周刊》的篇目有：《论

救国之道》《抗日声中国人亟应痛改之一

种错误心理》《外交上的觉悟》《对日方

案摘录》《吾人对于国际联盟会应有之认

识与觉悟》《东三省事变之回顾与前瞻》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对当局的“不抵

抗主义”明显是反对的，是充满着愤怒的。

同时，对那种过于指望国联、依恃美国的

错误心理也给予有力地拒斥。

11 月 9 日《校刊》登载《爱国报》编

辑部启事，说该报“是为我们苦同胞解决

一切问题的刊物。不识不知，造成我们的

贫弱和散漫。怎样使他们知，便是国强民

富的先声。所以抗日救国是本报的初衷，

增民知，扬民气，是我们认为必经的大道”。

1932 年初，东北形势更加恶化，引起

各方面严重关注。2 月 8 日，《校刊》刊出《学

生会抗日救国委员会启事》：国难会议举

行在即，凡我国民，均有发表意见之权利

与义务。本校同学，如有高见，请交三院

二十号，由本会汇交本校出席国难会议委

员，以便于会议时提出。凡我同学，均希

注意。3 月 2 日下午 4 时，教职员公会在生

物馆召集全体大会，当即议决：以教职员

全体名义，致电政府，反对撤兵、妥协及

设立中立区，敦请政府出兵收回东北失地。

1933 初，日寇侵占热河，华北震动。

清华师生对政府抵御外侵如此无能，愤慨

万分。冯友兰等五位教授认为，热河失守

事件，对政府必须表示意见，于是联名提

请召开教授会临时会议。3 月 9 日下午 4 时，

临时会议举行，到会者分别发表意见，讨

论结果通过议案：（一）致电国民政府；（二）

推举张奚若、冯友兰、燕树棠、萧叔玉、

浦薛凤为电文起草委员会。3 月 13 日，《校

刊》刊出《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国民政

府电》，敦促国民政府抵御外敌。

三、演讲不断

事变发生后，清华校内安排了多次专

题演讲。演讲以本校教授为主，兼请外校

教授；既有历史与理论的分析，也有现实

战况与国际形势的介绍；纪念日的利用与

校方的高度重视更使这些演讲增添不少独

清华为抗战官兵赶制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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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影响力。事变发生后第三天，教职员

公会常务委员会就建议学校敦请本校教授

演讲中日问题。在拟成立对日委员会的紧

急会上当即议定：请蒋廷黻先生于 9 月 22

日晚 8 时在生物馆楼下 133 教室讲《日本

侵略行动之经过与背景》；请萧叔玉先生

于 24 日晚讲《日本在东三省之经济势力》。

11 月 23 日下午 4 时，学生会抗日救

国会请陈启修先生演讲，题为：《当作日

本帝国主义承续了的东三省，当作中国经

济因子看的东三省》。

1932 年 1 月 4 日《校刊》登出蒋廷黻

先生讲演纪略：《英美舆论界对于东北事

件之态度》。同日，钱稻孙先生演讲《日

本政党问题》，梅贻琦校长主持。

1 月 11 日，学校邀请燕京大学黄宪儒

教授讲演《抵制日货问题》，教务长张子

高先生主持。

2 月 12 日《校刊》“专载”，刊登蒋

廷黻先生讲演纪略：《国难会议的使命》。

2 月 26 日《校刊》“专载”，刊登郑

振铎先生讲演纪略：《我所见的上海战争》。

2 月 29 日上午 11 时，中文系刘文典

教授作题为《东邻野心侵略之计划》的演讲，

梅贻琦校长致词。

3 月 18 日，学校举行“三一八”国耻

纪念会，特邀阎宝航先生来校讲义勇军在

东北活动情形。

3 月 21 日，特邀何海秋先生讲《沪战

之影响及教训》。

5 月 9 日又是国耻纪念日，学校举行

国耻纪念仪式，特请蒋廷黻、王化成两先生，

讲述“五·九国耻”的意义，及其条约内

容的变迁，我国所受的影响等。蒋先生全

面讲述了“二十一条”的始末，接着王先

生讲《满洲问题》。王先生十分伤感地说：

“17 年来，年年开会纪念国耻，而我们的

耻不但未雪，而且有增无已。真是耻不胜

耻！……现在有一班的人，专想国联（国

际联盟简称）替我们出气、美国替我们打

仗，这都是一种取巧与苟安的

心理！决不会有好结果的！中

国的事，还是要靠中国人！” 

9 月 18 日，正是“事变”

发生后一周年，上午 10 时，

全校在大礼堂举行国难纪念

会。特邀自东北来北平的王化

一先生与本校冯友兰教授演

讲。梅贻琦校长首先致词，他

沉痛而又满怀希望地说，现在

吾人为失东北而悲，且更进为

国家前途而悲。以拥有重兵的

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

抗。公然勇于内战，怯于对敌，

何等令人失望！ 

朱自清等清华师生组成“绥远抗战前线服务团”慰问抗战
官兵。左三为朱自清，左五为九级同学王达仁，右一为范长江，
范当时是北大学生（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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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讲演，悲壮痛切，令人振奋。

讲毕复请冯友兰先生讲演。冯先生以哲学

家之卓识，历史地预见了“九一八”东北

事件，在近代史中，实是一个空前的大事

件，不但为中国之国难，且引起全世界的

大恐慌。世界大战之开演，或即由此爆发，

而成为最严重的事件。

9 月 22 日下午 4 时，朱子桥、查勉仲

两先生来校演讲。这次演讲的直接目的是

想获得清华师生的抗日捐助。

四、多次捐款

随着东北、上海战局的变化与前线将

士、伤兵、难民等的急需，清华师生满腔

热情、接连不断地组织多种募捐活动。

1931 年 11 月，日本侵略军集中大批兵力

北犯黑龙江省，马占山将军不顾“不抵抗”

的禁令，率部奋起抵抗，在嫩江江桥一战

重创日军。消息传到清华，师生感奋无比。

11 月 17 日，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在《校

刊》上登出启事，由本校教职员捐资千元

电汇黑省，慰劳卫国战士。

当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向马占山将

军汇出捐款之时，清华学生抗日会亦发起

募捐活动，12 月 25 日《校刊》公布共募

得国币 925 元整，清单中列出捐款者 612

人的姓名及其捐款数额，其中捐得最多者

为梅贻琦校长，捐 20 元。

日军侵占齐齐哈尔之后，调头转向辽

西， 进 攻 锦 州。1931 年 12 月 21 日， 日

军向辽西地区发起总攻，其大会战姿态为

“九一八”以来所未有。1932 年元旦，日

军进攻锦州。中国军队虽最终放弃锦州，

但战斗中伤亡惨重，许多伤病人员来到北

平等待医治。1 月 25 日，清华教职员公会

对日委员会在《校刊》上发布启事，拟向

本校教职员同仁募集捐款，慰劳来平伤兵。

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后，又蓄意在上

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在日本侵略强

盗的多次疯狂进攻面前，中国守军奋起抵

抗、不畏强敌的气概使中外坚持正义、爱

好和平的人们无不为之感动。1932 年 2 月

8 日，清华《校刊》报道：《教职员捐款

慰劳拒敌沪军》，“本校教职员公会筹集

捐款五百元，于本月六日汇往上海，慰劳

该军将士。兹将去电录左：上海吴铁城市

长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勋鉴：淞沪御敌，

振国家之声威，转世界之视听。全体国民，

极深感佩。同人等谨捐薪五百元，由大陆

银行汇交贵军，藉表慰劳微诚，仍祈继续

努力！”同日，教职员公会又续汇慰劳沪

军捐款五百元。

与教职员公会相比，学生捐款的难度

要大许多。教职员捐款，通过决议后，即

可从薪金中扣收，而学生只能靠散捐，故

数额比较有限。2 月 19 日《校刊》“附录”

公布的黄仕林报告经手账目及捐款名单中，

列出同学捐款只得 210 元，是由 360 名学

生捐出的，其中多者 5 元，少者 1 角。后来，

学生抗日会改善募捐办法，在向学生募集

散捐的同时也向教师募集散捐，募得数量

明显增大，慰劳沪、哈抗日将士所得捐款

共计 630.56 元。

直接向前线将士捐款，目的在鼓舞士

气，提高战斗力，但当时淞沪伤兵缺少医

药费，更亟需支援。消息传来，清华师生

又迅速行动起来。3 月 1 日，教职员公会

对日委员会开会，决定由本大学教职员公

会每月捐薪五千元，暂以三个月为限，共

计一万五千元，专作救护淞沪伤兵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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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拟捐款数较大，又非首次，故对日

委员会认为事关重大，必须经过教职员大

会通过，以昭慎重。于是，3 月 2 日下午 4

时在生物学馆大讲堂召开教职员公会全体

大会。会上一致通过对日委员会提议的捐

款数量、用途和方法。

但当第一次款捐出后，上海战事即停。

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又开会讨论，大家

以为，上海战事随时可能再起，故仍遵守

大会议决案，将已收之捐款，活期存入大

陆银行，以便于必要时可及时取出，交协

和救护队备用。如果战事不起，此款将作

何用途，尚须经大会决定。

淞沪方面的捐款刚刚结束，东北方面

又出现大量难民需要救济的问题。这时教职

员公会对日委员会虽已多次组织捐款活动，

但仍一如既往。9 月 27 日，对日委员会召

集会议，拟由同人再合捐一万元，救济东

北难民。为使捐款尽快发挥作用，拟先请

学校代为筹垫，早日汇出。学校所垫款项，

拟分四个月在同人薪水项下分别扣还。

教职员如此慷慨，学生亦不甘后人，

不过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想出更好

的办法。《校刊》10 月 19 日公布《学生

抗日会救济东北难民音乐会募捐收支报告

表》：“红票，每张六毛，共 163 张；蓝

票，每张三毛，共 250 张。与支出相抵。”10

月 28 日公布：《学生会干事会募款捐助东

北义军账目》。1933 年 2 月 23 日刊登《学

生自治会抗日会会计股启事》，公布抗日

会先后共募得洋 628.03 元整，并将捐款人

之姓名详列于后。

五、请愿劝导

在“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的抗日

爱国言行中，请愿与劝导更为激动人心。

请愿既有向校方的请求，更有向政府的请

愿；既有学生的请愿，亦有教师的请愿。

劝导既有教授的劝导，更有校方及政府的

劝导。请愿是抗日爱国的举动；劝导同样

发乎抗日爱国的恳诚。当事变的消息刚传

到学校时，学生自治会即函请学校停课三

星期，以全时间实行军事训练，为投入战

争作实际准备。拟所缺功课于寒假、春假

补足。校方当即电达教育部请示，教育部

同意加紧军事训练，但不许占全时间，并

提出临时办法。

随着东北局势的急剧恶化和对政府“不

抵抗主义”的极度反感，青年学生必然要

冲在前面，表达自己的愿望。11 月 23 日，

学生会代表向校方当面提出：学生会大会

“决定于今日全体赴京请愿”。校方感到

情况甚为紧急，命校务会议立即发布公告，

劝阻学生赴京。

校方的劝阻没有完全发挥作用，部分

热情奔涌的学生坚持原议，离校赴京。面

对此种情形，校方并未严词责备，而是采

取通融措施，既对学生行动表示理解，又

设法不使学生学业遭受损失。

国难来临，情绪激昂者并非只是学生，

教师亦有奋不顾身表达自己意志者。原清

华国学院学生、梁启超高足、已留校任教

的吴其昌先生，就因痛愤黑龙江省的失陷

和政府的失责，携全家（妻子与弟弟）绝食，

赶赴南京请愿。教师举家绝食请愿，此事

非同小可。吴其昌一抵南京，教育部长李

书华即出面劝慰，帮助安排住处，引领得

见蒋主席后，吴同意复食回校。

师生南下请愿的风波使校内无法平静。

学生为迫使学校停课，以便参加各种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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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故意不上课者，有围逼教授停课者。

教授们苦口婆心地劝导，终究竞不过各地

学生涌赴南京请愿热潮的影响，教育部一

再电令禁阻亦无济于事。张学良副司令也

告北平各校同学，劝阻学生请愿，可这时

候的学生怎么能听得进去呢？ 

尽管请愿风潮闹得风风火火，但绝大

部分教师仍坚持上课，因此学校教学秩序

未受过分冲击。正如梅贻琦校长在新学期

开学典礼上所说：“过去一年间，正值国

难临头，风云紧急的时期。但国势虽如此危

急，本校教务功课各方面，均尚能正常进行，

未因时局关系而致稍有停滞。”梅校长勉

励同学们，在新学期努力从事实上研究怎

样可以得到切实有效救国的方法，帮助国

家做种种建设的事业。正是在梅校长这种

思想的指导和鼓励下，清华师生开始加紧

了防毒面具和航空等方面的研制工作。

编者按　戴美政，云南西南联大研究

会副会长、云南师大特聘研究员、云南广

播电视台高级编辑。从事西南联大历史、

文化研究多年，成果丰硕。本文是他最新

的成果。为完成此项研究，他在云南省档

案馆，调阅“昆明广播电台档案”共 150

余卷，逐页查检，摘录 30 余万字。本文所

引内容均出自该档案，限于篇幅，不再逐

条注释。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

重要时期，也是爱国人士运用广播武器宣

传抗战、促进民族觉醒、进行国际交流、

推动抗日救国的特殊历史阶段。1940 年 8

月 1 日开播的昆明广播电台，是为抗战国

际宣传而建立、战时中国功率最大的广播

电台。除国语广播外，该台先后开播的外

语节目有英语、法语、缅甸语、越南语、

日语、马来语、泰语等，汉语方言节目有

粤语、厦门语、台湾语、沪语等四种。其中，

西南联大师生参与或主持编播的外语节目

有英、法、日、马来语四种，汉语方言有

粤语、厦门语、台湾语等三种。昆明广播

电台借助西南联大的思想、学术、人才的

优势，全力进行反侵略的电波战，办出了

中国抗战广播的高水平，为抗日战争与国

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救国的时代强音 : 西南联大
与战时国际广播

○戴美政

昆明广播电台大发音室现貌，戴美政摄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