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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视为殖民地。1948 年底李宗仁代理总统，

张治中去北平进行国共和谈，当时我很希

望和谈能成功。1949 年初国民党政府机关

和官员开始纷纷撤离南京，我想如果跟他

们走，那是自讨苦吃，没有前途；共产党来，

总还是要进行建设，要办大学，要教授教

书的，所以我决定不离开南京，等待解放。

一个中国热血青年的必然选择

○储传亨（1946—1949，土木）

 储传亨（1928.11—2015.9），江苏

省宜兴市人。1947 年 2 月参加革命工作。

1948 年 5 月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北京市委学委、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办

公厅干事、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市城市规

划管理局副局长、市建委副主任、市人大

常委会副秘书长、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

主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党组

成员，建设部总规划师等职务。1999 年 12

月离休。

1946 年 10 月，我和考取清华大学的

几个宜兴同乡，一起从上海乘江泰轮穿越

渤海，经过三天三夜风浪颠簸，到达塘沽，

然后由领港船引导由海河到达天津，再乘

火车到北平，先住在国会街北大四院，在

那里休息了三天，然后乘火车到达清华园

车站，已有在校同学迎接我们进清华园。

一、进入清华，就强烈地感觉到民主、

自由的风气。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件事

一是学生自治会是经过竞选、民主选

举的。连伙委会都是经过竞选、民主选举的。

二是民主墙上不断有各种社团贴出海

报，分析形势，亮明观点，自由发表意见，

不同意见还可以争论，这是在中学里从来

没有的。

三是在清华礼堂和同方部以及临近的

燕京大学经常有教授做报告，阐述自己的

政治见解，供同学们分析参考。

在这种民主自由的环境下，包括自己

在内的许多大一新同学，逐步改变中学时

只埋头学业的习惯，关心国内时事政治，

加上剧艺社、大家唱等进步社团演出许多

揭露国民党反动腐败的话剧、歌咏，使得

许多同学关心国家大事，要求改变现状，

储
传
亨
学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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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来到军
调部（即协和医院）门前，高呼口号 （张祖道
摄于 1946 年 12 月 30 日）

革命形势一浪高过一浪。

二、参加第一次革命斗争——反对美

军强暴北大同学沈崇的抗暴斗争

1946 年圣诞节前夜，北大女学生沈崇

遭美军强暴，民主墙上就贴出了几个社团

的海报：揭露国民党当局封锁消息，称此

事是纯法律问题等，企图大事化小，不了

了之；揭露北大抗暴筹委会遭国民党特务

分子打砸。清华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

发动同学签名支持罢课、游行。我立即签

了名，在大礼堂动员会上，听到了揭露美

帝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罪行和上海等多地

美军的暴行：从日本投降到 1946 年 11 月，

南京、北平、上海、天津、青岛五市，美

军暴行 3800 多起，中国人死伤 3300 人以上，

沈崇事件仅是其中一例，使我从思想上认

识到要从单纯的正义感上升到反对美蒋反

动派的斗争之中。

30 日早晨 8 时，明斋前大操场集合了

1000 多人的队伍，学生自治会常驻会主席

严令武讲话说：“清华大学在五四运动以

后的历次学生运动中，都有着光辉的战绩。

从清华园到城里这条路，五四时代，清华

同学走过；“一二·九”时代，清华同学

走过；今天，我们要再走一次！”我们冒

着寒风，先和燕大的队伍会合，向城内进发。

进德胜门后，转向定阜大街，在辅仁大学

门前高呼：“欢迎辅仁同学参加抗暴游行。”

因为辅仁是教会和国民党统治严密的学校，

不许出壁报，更没有学生自治会，但是正

义之火在他们心中燃烧。在清华、燕京同

学的召唤下，200 多男女同学冲了出来，

带着校旗，汇进了清华、燕京游行队伍，

到北大红楼广场，和北大、中法、师院等

大学的队伍会合，然后沿皇城根、东华门、

王府井，向军调部所在的东单三条进军，

一路上高喊：“抗议美军暴行！”“美军

立即撤出中国！”“民主新中国万岁！”

等口号，散发《告全国同胞书》《美军暴

行真相》等传单，受到沿街市民的热烈欢迎。

到军调部见大门紧锁，同学们用英语高呼

口号，并把标语贴在门上、围墙上，然后

集合在东单广场，举行控诉美军暴行大会，

会后继续游行，并派代表去北平行辕向李

清华自治会理事普选选票登记（张祖道摄
于 194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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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仁请愿。下午 5 时游行结束，各校同学

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分头返校，清华、

燕京队伍徒步走回清华园和燕园。这一天

是我发自内心自觉参加的斗争，认为是一

个中国热血青年的必然选择。

三、从参加“读书会”到加入“民主

青年同盟”，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

参加了抗暴游行后，激动的心情难以

平复，这时第一学期已经结束，进入寒假。

同室的查汝强对我说，你单靠看进步的文

艺小说不够，应该看一些进步的理论书籍。

我同意，于是他介绍我参加一个读书会，

记得有经济系孙仲鸣，历史系西学勤，还

有一些历史系、社会系的同学，他们借给

我看《大众哲学》《社会发展简史》等进

步书籍，还有一些包着外皮写着文艺小说

名字的《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

等比较敏感的书籍，并且每周召开一两次

讨论会，使我对国家当前的形势，一个爱

国的热血青年应该为独立、自由、民主的

新中国做点什么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1947 年 2 月的一个晚上，查汝强对我

说，你参加了读书会，思想上有很大进步，

但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

必须要有革命组织坚强的领导，你是否愿

意参加革命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我知

道查汝强过去参加过新四军，一定和共产

党有关系，“民主青年同盟”也一定和共

产党有关系，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参加。

他给我一个联络口号，说不久有人会用这

个口号和我联系。果然，不几天物理系的

何祚庥找我，对上口号，他表示和我单线

联系，并讲了一些组织纪律，以及团结进

步同学、影响中间同学的任务。从此，我

感到我不是为个人的前途找出路，而是为国

家的前途进行革命工作，一切服从于革命工

作的需要。

四、粉碎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发动“反

苏大游行”的阴谋

国民党、“三青团”不甘心抗暴斗争

的胜利，伺机报复，在 1947 年 2 月间，利

用苏军在东北拆走机器、强暴妇女等事件，

发动反苏反共大游行。这件事苏军是有错

误，但国民党的目的是打击进步力量，争

取中间同学。清华的“三青团”以壁报发

动签名，号召同学参加第二天的全市反苏

反共大游行。地下党要求在同学中揭露他

们的阴谋，我也接受了任务，到宿舍访问

同学，做工作，劝说同学们要了解这件事

的复杂背景，不要上当。第二天早上，“三

青团”包了几辆校车开到明斋前，动员同

学上车进城参加游行。有一些同学从宿舍

出来了，打算坐车，这时，学生自治会的

同学发表演讲说：同学们要擦亮眼睛，上

次抗暴游行，我们是沿着五四、“一二·九”

运动的足迹，徒步进城，现在国民党、“三

青团”让你们坐车进城游行，你们不要上当，

玷污清华的名声。原本准备上车的同学回

宿舍了，只有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坐

车开走，而车上已被进步同学贴上“党棍

子大游行”的标语，走到西单，被反苏游

行的队伍把车砸了，演出了一场“狗咬狗”

的话剧。这次活动，让中间同学进一步认

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

五、在民青组织的领导下，自己逐步

成为自觉的革命者

在民青组织的领导下，我不仅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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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历次罢课、游行等革命活动，而且逐步

成为这些活动的骨干，如担任纠察队员，

游行时防止国民党特务、警察冲击队伍，

保护游行队伍；罢课时，巡视校园，防止

特务、军警偷袭，等等。如“五二〇”反

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当队伍沿长安街到西

单拐弯时，突然冲来一批中国大学的反动

学生和特务，企图冲散游行队伍，我们的

纠察队员立即组织几层人墙，堵住他们的

冲击。1947 年这一年，学生运动不断。暑

假期间，开展助学运动，我们走街串巷，

在餐厅、商店，为没有公费的中学生募捐，

宣传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物价飞涨、民不

聊生的社会现状；同时劝购助学劵，支持

中学进步力量的发展，产生了很好的社会

影响。

与此同时，看到不少同学在清华园民

主堡垒的熏陶下，在参加学生运动中，思

想迅速进步，便利用同乡同学的关系，进

行个别工作，发展他们参加民青组织，如

同乡刘惠群、王庸勤、徐亦良，同学潘永奎、

庄沂等，并和潘永奎等一起，做发动工友

的工作，开办工友夜校，既学文化，更宣

传革命形势，从中培养积极分子，以至发

展为共产党员。

六、参加中国共产党，为革命奋斗一生

1948 年 4 月，查汝强找我，问我是否

愿意参加共产党，我说我从参加民青起，

就想到总有一天要参加共产党。他布置我

写自传，自传交给他几天后，他通知我说，

组织上已批准我入党，并告诉我一个口号，

说有人会找我。不久张天泰来找我，并决

定选择五月一日宣誓。那天晚上，我们翻

过清华园西边残破的围墙，到圆明园里，

庄严地进行入党宣誓，我记得誓词（大意）：

为了新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

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了共产主

义在中国、在全世界范围的实现，我愿加

入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时候不骄傲，失败

的时候不气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

组织，执行党的决定，直至抛弃头颅，流

尽最后一滴血，此誓。

从此，我感到我不属于自己，而是属

于党和人民了，要更加努力干革命工作，

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1947 年 7 月开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

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作为第二条战线的学

生运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各大

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国民党反动派开始

大肆镇压逮捕进步学生，为此，清华决定

罢课三天，成立“人权保障委员会”，营

救被捕同学。11 月 1 日，清华、北大、南

开三校举行西南联大校庆晚会时，突然传

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在狱中惨遭

杀害的噩耗，清华及各校决定再度罢课，

并组织二百多人进城宣传、募捐。6 日在

北大民主广场召开“追悼大会”，开展反

迫害运动，这一斗争迅速获得全国其他大

城市高校的响应。从 1948 年 2 月到 4 月，

华北多所高校举行反迫害的集会、罢课活

动，4 月，清华、北大等校举行总罢课三天，

并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誓死保卫学联、反

迫害营火大会，点燃了“四月风暴”。接

着 6 月，发动了“反美扶日”大游行。7 月，

北平发生了“剿总”对东北流亡学生请愿

活动进行血腥镇压的“七五血案”，城内

各大学开展“反剿民，要活命”集会，并

到中南海北平行辕请愿，清华、燕京队伍

原计划进城参加，被堵在西直门外，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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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5 月 30 日，华北学联在民主广场
举行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及纪念五卅大会（张祖
道摄）

一批暴徒包围打伤，经过反击，同学们才

冲出包围，返回学校。我和艾知生当时都

在队伍里，主动当纠察队，保护受伤同学

尽快脱离包围，和同学们一路唱着《团结

就是力量》返校。

在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

许多原先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思想迅速

进步，“民青”“新青”“民联”（北系）

的组织迅速扩大，吸收许多新同志参加。

我的组织关系也从工友夜校转到“民青”

执委会，负责联系两个分部（支部），一

个是艾知生（工学院），一个是吴时生（文

法学院）。8 月，国民党开列黑名单，对

各校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地下党事前得

到消息，将名单中的学生撤走去解放区或

躲避在进步老师家中。组织上决定根据形

势需要，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校外斗争，而

将重点放在校内团结同学、迎接解放上。

党组织上也进行了调整，按系级组成支部，

我被分配为工学院支部，包括土木系、机

械系、化工系等，领导我们支部的总支委

员是游兆丙。他说总支意见是让我担任支

部书记，我当时明确表示，根据我的了解，

艾知生同志无论是水平还是工作能力，担

任支部书记比我更合适，建议总支考虑一

下，结果总支同意我的建议，由艾知生任

支部书记，我任支委。我联系土木系的党

小组，组长杨艮源，组员刘惠群、王庸勤，

另一个支委是新发展入党的机械系的吕应

中，由他联系机械系党小组，组员赵葆元、

关靖华。工作的重点是开展系级活动，用

多种方式团结更多的同学迎接解放。

在开展系级工作的同时，我们同房间

的张廷琦和艾知生、我及刘景白商量，组

织“自由人”读书会，出壁报，争取更多

的中间同学参加，“自由人”出了几期壁报，

有军事评论，有思想杂谈，有文艺小品等，

很受欢迎。

在此期间，我受组织的布置，帮助几

位同学去解放区，一位是土木系张友实，

一位是电机系李传信，我的任务是：帮助

制造假身份证，通知联络地点、接头人、

联络口号等。同房间的张廷琦也去了解放

区，改名张万锟，他和我对换了衣服，他

要我的中式棉袍，化装成商人。

东北全境解放后，大军迅速进关，北

平面临解放，地下党布置迎接解放的多项

具体工作，如保护学校仪器设备，争取教

授留下为新中国工作等。我们分头直接访

问土木系的教授，他们都表示愿意留下为

新中国贡献力量，只是校长梅贻琦还是去

了台湾。

没有想到解放来得那么快，12 月 13 日，

远处传来阵阵炮声和机枪声，15 日传来消

息，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解放了。几

天后，西校门贴出了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

治部主任刘道生的布告，要求军政民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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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黄鹤楼之前，我正处在人生的最

低谷。后来被吸纳到重建黄鹤楼的设计队

伍中来，也是出于偶然的原因，“客串”

而已。但是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我变被

动为主动，实现了“反客为主”的华丽转身，

历时 8 年，主持完成了黄鹤楼重建工程的

总体规划和全套建筑设计，并配合施工直

到黄鹤楼重建落成，被称为“黄鹤楼的总

设计师”。

黄鹤楼的设计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因素，

富有传奇色彩，故值得记录在此供大家分享。

1978 年 夏，“ 文 革” 的 硝 烟 刚 刚 散

去，武汉市就传来了好消息：毁于清朝末

年（1884 年）的黄鹤楼又要启动重建了。

这已经是解放后第三次启动此项目工程：

第一次是 1957 年，因武汉长江大桥的兴建

占据了黄鹤楼故址，武汉市政府遂提出重

建名楼的设想，建筑方案拟恢复清末同治

黄鹤楼式样，此举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同

意和支持，后因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筹建工作被迫下马；第二次是 1975 年，据

说是为了纪念“毛主席 1927 年登临黄鹤楼

故址 50 周年和 1957 年指示重建黄鹤楼 20

周年”，准备在 1977 年重建落成黄鹤楼。

不料在设计后期有人爆料称：清末同治黄

鹤楼是为庆祝曾国荃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

建，“政治上有问题”。于是筹建工作再

次中断。

一切人员严加保护学校及全体学生，维持

学校秩序，从此，清华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从清华解放到北平解放的一个多月中，

大家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一方面各系级组

织制作宣传标语，准备北平解放后进城宣

传，一方面传看介绍解放区的书籍如《冀

东行》等。不久部队文工团表演《白毛女》

《赤叶河》等解放区的话剧、歌剧。地下

党组织也进行调整，一是改变过去单线联

系的做法，可以相互打通关系；二是南北

系合并组织支部，我们和北系的党员温益

友、葛琴林等一起成立土木系支委会。为

了迎接北平解放，成立了清华大学迎接解

放服务队，共有 2000 多名学生和 200 多名

教师在北平城区参加为期两周的宣传工作。

从 1946 年 10 月 进 入 清 华 大 学， 到

1949 年 2 月我进城宣传，历时不到三年，

可是，对我来说，终生难忘。2 月，参加

在北大四院召开的党员大会后，王汉斌同

志通知我，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不要回学

校了，留下来参加革命工作，即被分配到

市委学委大学部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我在

清华园的生活。

（本文节选自储传亨学长的自传，由

储学长夫人陈瑞美 2017 年 1 月提供，标题

为编者所加。）

我的黄鹤楼传奇

○向欣然（1963 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