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

抗战烽火中的清华

（9）.2015
SHUIMU TSINGHUA  NO.57

◆热血激昂 担负天下兴亡◆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清华师生立即
行动起来，以多种形式支援抗日救亡。一些学生投笔从戎走上抗日前线。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清华即成立教
职工会对日委员会，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图
为发表在清华大学校刊上的有关会议记录。

1931 年 11 月，清华师生捐款慰劳齐齐哈尔抗日将士。图为清华大学
和北平各界抗日救国会为捐款事的往来信函。

张甲洲（1907~1937），又名张进思，中共党员。1930 年考入清华大学
政治学系。1932 年 4 月，张甲洲与于天放（清华 1932 级学生）等奔赴
被日军占领的黑龙江省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一举收复巴彦县城。游
击队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36 军江北独立师，他任师长。1937 年 8 月
28 日，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时年 30 岁。

位于黑龙江省富锦市的张甲洲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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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1 月，日寇将魔爪伸向华北。6 日，清华学生会致电国民政府表
示“誓与日寇不共戴天”。8 日，学生会抗日救国会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成
立战时工作准备队。清华师生着手组织义勇军、看护队、救护队、慰劳队。

清华教师家属为抗日战士缝制棉衣 《清华副刊》第 40 卷第 11 期（1934 年 1 月）“二十二
年度清华大事记”，记载了清华师生 1933 年的各项
抗日活动。

1933 年 2 月 6 日，清华大学校刊刊登《为
资助唐凤都君参加义军捐款结束报告》。

1936 年 11 月，叶企孙（后排站立者右 2）、吴有训（后
排站立者右 3）慰问宋哲元 29 军。

1936 年 11 月，朱自清（左 3）等清华师生组成“绥
远抗战前线服务团”慰问抗战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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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清华师
生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

蒋南翔受中共北平市委委托执笔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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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 年，蒋南翔当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以蒋南翔为代表的一批进步学生
以此为舆论阵地，在团结同学和扩大进步思想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 年，《清华周刊》工作人员合影，前排中为蒋南翔，后排左 2 为姚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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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清华学生游行队伍被阻于西直门外，同学们就
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讲演者为清华大学学生陆璀。

12 月 16 日晨，清华大学学生扛着“反对冀察委员会”条幅冲破
重重阻碍，进城参加示威游行。

12 月 16 日，示威群众在前门开市民大会，图为清华队伍。 根据中共北平市委指示，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清华南下宣传团在出发前宣誓：“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下乡，
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障碍，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
誓不返校。”图为清华、燕京等校学生组成南下扩大宣传第三团
在蓝靛厂集合准备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