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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

──清华师生组织参加“一二·九”运动记事

■   金富军 王向田

民族存亡的关头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

开始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

妥协退让政策，仅在两三月内，东北三省沦陷。

此后两三年内，日寇又先后挑起“淞沪战争”，

攻陷山海关、承德等，北平、天津陷于日军包围

之中。1934至 1935年，《塘沽协定》《何梅协定》

《秦土协定》连续签订，日本提出“华北特殊化”，

策动华北自治。汉奸殷汝耕粉墨登场，在通县成

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南

京政府，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殖民地。“华

北国”的传言也四处传播，呈现出“黑云压城城

欲摧”的景象，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

了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

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935 年秋，山东发生大水灾，北平地下党组

织发起救灾活动，召开了北平各校救灾代表大会，

成立“山东水灾赈济会”，清华学生姚依林（姚

克广）被选为秘书长。清华也成立了赈济会分会。

党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形式，进一步团结了广大

中间群众。同时，成立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

委员有黄诚、吴承明、陆璀、华道一、黄绍湘等

11 人。在此基础上，11 月 18 日，在地下党的领导

下，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学联总部曾

设在清华园。12 月 3 日，清华举行了全体学生大

会，经过激烈的争辩，进步同学驳倒了国民党学

生所说的“请愿游行就是反对领袖”的言论，一

致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

的决议。同一天，北平学联也召开了代表大会，

通过了“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

动”和“联络北平市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

两决议案，并在组织上决定城里由中国学院和东

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和燕京率领。12月 6日，

北平 15 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发出通电，

呼吁“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

途。”12月8日，学联又在燕京召开各校代表大会，

议定了请愿的具体时间和路线。此时，清华大学

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草拟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

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安

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震撼人心的吼声，

疾呼“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赶快大家联

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

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

换取我们的自由！”

担负天下兴亡

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古城怒吼了。

天刚拂晓，参加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的青年

学生们，冒着零下十六七度的严寒，按预定计划

行动起来。清华同学清晨 7时集合，徒步沿平绥

路向西直门进发。9时左右到达西直门，与燕京

等校学生汇合。但是当局紧闭城门，阻挠同学进

城。领队决定留大部分人员在西直门城墙外召开

群众大会，向老百姓作抗日宣传。清华学生陆璀

代表北平学联向群众宣讲了这次学生上街游行的

目的和意义。部分人员转到阜成门，受到阻拦后

转向广安门，又受到阻拦，再转到西便门，大门

紧闭。同学们含着热泪高喊：“中国人的城门，

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傍晚，清华游行队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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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同学们义愤填膺地表示：“我们不能白回去，

一定要用更大的示威行动来回答他们。”

城内，游行的队伍也受到阻挠和镇压。军警

们手持水龙头、大刀、木棍，猛打手无寸铁的学生，

游行队伍最终被打散。

从 12 月 10 日起，北平各校学生按北平学联

的决定实行总罢课。清华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举

行了校内各种集会与演讲会，讨论国内外形势，

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的真面目。清华救国委员会

和学生自治会组织了纠察队、宣传队、情报队、

广播队，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北平学联

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及时总结经验，研究制定

了“一二·一六”抗日大示威的行动计划，以反

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 月 16 日，北平城再次发出了惊天动地的

怒吼！

由清华、燕京率领的城外大队，拂晓即出发。

8时左右到达西直门受阻，继又被拒于阜成门，再

奔到西便门，愤怒至极的爱国青年齐心协力，用

钢铁般的双臂硬是撞开了紧闭的城门，涌进城来。

在天桥广场，一万多学生和两万多市民举行

市民大会。广场上旗帜翻飞，口号震天。“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

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经

久不息。

另有一路转移到宣武门外的学生队伍，多次

试图冲开城门。相持中，瘦小的清华女学生陆璀

贴着地面爬进了城门。她迅速地跳起来，把一根

铁门栓抽下，又用手去拧动扣住门环的铁丝，向

城外高呼：“冲呀，冲进来呀！”立即被军警抓

住。当时美国记者斯诺正在现场拍照，他跟踪陆

璀到警察所，并对她进行采访，当即发出一条新

闻。这条新闻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头版头

条刊登，大标题是“5000 中国人奋起反对日本统

治，警察击倒 60”，副标题是“北平学生被打，

‘贞德’被捕”。这个报道把陆璀誉为中国的贞德，

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

在宣武门的游行学生与警察一直僵持到傍晚

时分，当局才答应让队伍穿过城区，出西直门返校。

学生队伍离开宣武门时已是黑夜，这时路灯突然熄

灭，军警开始了血腥镇压，学生们与军警进行了顽

强的搏斗，斗争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在 16日一

天中，全市学生共有二三十人被捕，近400人受伤。

北平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如滚滚惊雷，

震撼了中华大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

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天津、上海、南京、武

汉和陕甘苏区等地学生发出通电、宣言，进行响

应和声援，香港的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也开

展了募捐和宣传活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

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抗议汉奸卖

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鲁迅、宋

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

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

各种方式支援，各国青年学生组织纷纷打电报声

援，国际学生联合会号召：“中国学生的斗争，

也是我们的斗争！”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

的新高潮，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充

分表明抗日救国是全国人心之所向，显示了中国

人民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魄，吹响了全

民族抗日救国伟大斗争的战斗号角！

踏上与工农相结合的征程

“一二·一六”示威之后，清华救国会代表

全体同学宣布“总罢课”，并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12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为

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

号召全国爱国青年学生：“把抗日运动扩大起来！

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

中去！唤起他们的救国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

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及时地为“一二·九”运

动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2 月 25 日，钱伟长、凌则之等 20 多位清华

同学组织“北平南下自行车宣传队”奔赴南京，

并在沿途宣传抗日。

12 月下旬，清华姚依林、女一中郭明秋等北

平地下党组织和北平学联领导人开会决定，组织

“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把抗

日救亡运动发展到农民中间去。清华 50 余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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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燕京、辅仁等校学生一起组成南下宣传第三团，

蒋南翔与燕京大学的黄华为团长。

在中共中央 1935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青年

工作的决定》的精神指引下，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林枫与姚依林等人在“清华同学会”举行会议，

决定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名为中国民

族解放先锋队。作为抗日民主的先进青年的群众

组织，民先队于 1936年 2月 1日在北平正式成立，

清华设有分队。1937 年春天，民先队建立了全国

总队部，清华大学李昌当选为总队长，民先队日

益成为党在这一时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得力助

手。民先队清华分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清

华同学，战斗在抗日救亡的各条战线上，在清华

学生运动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一二·九”运动中一份重要历史档案──清

华学生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游行传单的复制件，

最近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给清华大学，从而使这份

珍贵史料“回归”清华园。

众所周知，80年前，当时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

中文系四年级学生蒋南翔执笔起草的清华大学学生自

治会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华北之大，

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著名口号，成

为“一二·九”的战斗号角。然而，清华大学档案馆

收藏的《告全国民众书》是刊登在 1935年 12月 10日

出版的《怒吼吧》刊物上，难道这样一篇吹响“一二

·九”运动号角的战斗檄文，是在“一二·九”之后

才发出？在筹备“一二·九”80周年纪念活动的过程

中，校史馆、档案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和挖掘，终于在国家博物馆发现了《告全国民众书》

的传单版，并在国博领导支持下，得到了该文物的复

制件。据研究，《告全国民众书》起草完成后，先印

成单页，在 1935年 12月 9日的游行示威队伍中散发，

第二天又印在《怒吼吧》杂志上。

《告全国民众书》的传单复制件与刊登该文的

《怒吼吧》刊物原件“双姝合璧”，不仅丰富了清华

大学档案馆的馆藏和“一二·九”纪念展览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以确凿的档案文物，还原了真实的历史，

为研究“一二·九”运动提供了重要史料。

链接

清华大学档案馆收藏的《告全国民众书》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告全国民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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