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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

“一二·九”运动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二·九”运动后，青
年学生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并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更加深入广泛
地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

1935 年 12 月 25 日，清华学生高原、彭平、罗清、凌则之、
钱伟长等 20 多人组织自行车队，奔赴南京，沿途进行抗日
救亡宣传。图为南下自行车队合影。

1936 年 1 月 2 日，平津学联组建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
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其中第三团以清华为主，蒋南翔和黄
华（燕京学生）任团长。图为第三团在蓝靛厂集合准备出发。

南下宣传团第三团在高碑店遭军警袭击，
于 1936 年 1 月 13 日在一所小学校内举行
全体会议，决定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

1936 年 2 月 1 日，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南下扩大宣传团
第一、二团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统称民族解放先
锋队，后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图为《民族解放先锋
队成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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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国民党政府加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清华学生不畏白色恐怖，
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逮捕、反迫害斗争。

1936 年 2 月 29 日，大批
军警闯入清华大学，大肆
搜捕爱国学生，受到师生
抵抗。图为学生在西校门
捣毁反动军警逮捕学生的
警车。

1936 年 3 月 31 日，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举行狱中被折磨
致死的北平十七中被捕学生郭清追悼大会。图为大会后举
行的抬棺游行，清华学生杨学诚、李昌抬着棺材走在队伍
前面。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代表赴医院慰问抗日伤员 1937 年 7 月初，参加西山樱桃沟第一期夏令营的清华学生赵
德尊、北大学生陆平镌刻“保卫华北”四个大字，表明抗日
决心。

1936~1937 年，彭真曾协助刘少奇指导学生爱国运动。图为彭
真来北平工作时住过的地方——清华大学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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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6 月 13 日，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并声
援天津反日示威，北平学联发动全市大中学
生再次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图为清华游行
队伍正向西直门进发。

1936 年 12 月 12 日，北平学生为支援绥远抗战和反对南京政府迫害上海爱国领袖，举
行“双十二”示威大游行。图为清华游行队伍正通过军警的监视向景山进发。

世界学生联合会对中国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声援。

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一二·九”
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图为 1939
年 12 月 16 日《新中华报》的报道。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北平学联积极开展争取
二十九军抗日的工作。图为“六·一三”示威中学生们高举“欢
迎二十九军抗日”条幅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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