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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解放的学习班

1948年6月，党小组长潘梁通知我暑

假去解放区泊镇学习，这真是天大的喜

事。7月初，我拿着假身份证，化名丁大

山，在潘梁家换了一身学徒打扮，按照他

告诉的路线奔赴泊镇，一路的惊险经历就

不说了(见《峥嵘岁月》第150~156页) 。

学习班在泊镇大庞家村，参加学习的

是平津两地地下党员，因为学习结束还要

回去，不能暴露身份，因此都分散住在老

乡家里，互不见面，荣高棠的夫人管平同

志单独辅导我学习。听报告都戴口罩，用

羊肚手巾把头包起来，坐在用床单隔开的

小格子里的马扎上听。

学习了一个多月，大体分几个阶段：

(1 )总结学运工作，每人都写了详细材

料。(2)听刘仁和荣高棠同志报告，讨论

形势和学运的方针、任务、工作方法。

(3)进行三查：阶级、斗志、纪律性，进

行气节教育。

学习给我的深刻印象是：

(1)解放军已进入蒋管区展开全面反

攻，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

(2)毛主席把蒋管区的学生运动称作

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深感非常光荣、

责任重大。当然全国解放主要靠解放军，

我们是辅助的。

( 3 )随着解放临近，敌人会加强管

制，残酷迫害革命力量。因此必须提高警

惕，加强保密，多采取隐蔽、合法的斗

争。学校里要加强系级班的工作，把社团

中的积极分子派到各班去团结更多的同

学。

(4)大学师生是解放后建设国家的重

要人才，要做好团结、教育工作。要动员

教授、教职工在解放时留下来。

(5)党组织要精干，严格纪律。积极

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名称要多样  (原来

都叫民青，后建民联、新青、中联等组

织)，开展班级和多样合法社团的活动，

少搞游行、罢课活动。

学习最后阶段，组织我们去沧县看了

三天华北大学文工团的演出，有歌剧《白

毛女》《赤叶河》，有交响乐团演奏和歌

舞表演。演出深深震撼了我，我们党不仅

会打仗、搞政治斗争，搞文艺的水平也超

过清华、北大。

学习完，当我们在沧县交通站领路费

和衣物准备回校时，听到北平“八一九”

大逮捕，上黑名单的同学就留下了，我们

没上黑名单的马上回学校。

“八一九”大逮捕

1948年8月19日，在大饭厅门口玻璃

窗上贴了一张大字报：“黑名单公布”，

清华解放前后纪实
○王  浒（1950 届航空）



纪念清华园解放70周年

2018年（下） 15

说特刑庭公布了一份名单，传讯各大学数

百名同学，同时国民党军警和强迫来的农

民包围了学校，进出都要检查。我们在学

习班预测到的黑色恐怖，提前来了。

当时正在暑假中，黑名单上的同学，

有些已去解放区，有些被派往南方待解放

区(领导学运的钱瑛同志说：有些暴露有

危险的同志，不一定去解放区，可以派

到南方待解放区，多加强那里的地下工

作，清华就派了50多地下党、盟员暑假南

下)，因此，清华上黑名单的50多位，在

校的很少。党组织要求要保证所有上名单

的同学安全转移。一方面请校方交涉军警

不能进校抓人，拖延时间；一方面千方百

计转移这些同学去解放区。

清华附近的农民，因为我们办识字

班，让他们失学的子女免费上学；办医

疗队免费为他们治病(见《峥嵘岁月》258

页)，对清华有好感，保甲长叫他们包围

学校就阳奉阴违，睁一眼闭一眼。清华养

牛场比较偏僻，墙比较矮，黑名单上第一

人，华北学联的清华执委郭德远就是在黄

庆华陪同下从那里翻墙走的。学生自治会

主席马履康上了黑名单，地下党给戴宜生

护送他出校的任务，戴的爸爸是金城银行

副经理，他向银行要一辆小车，并让司

机拿着他爸的名片，他西装革履坐在车

上，把马履康藏在后备箱里，大摇大摆

驶离学校。

这里要特别讲一下教授们掩护同学的

事。裴毓荪是学生会、剧艺社活跃分子，

上了黑名单。费孝通、冯友兰、吴泽霖三

位教授先后把她藏在家里，师母热情招待

和安慰她。最后由清华附小翻墙脱险。傅

㺿是外文系活跃分子，也上了黑名单，美

藉教授温德把她锁在衣柜里躲过一劫(见

《峥嵘岁月》95页、106页、434页、451

页)。

三天后，学校把同学集中到大礼堂，

让军警对着黑名单查，结果一个也没有。

一场灾难就这样平安渡过了。

整顿组织  迎接解放

开学后，各级组织都有大批同学撤

走。我们北系领导赵振梅(梁朋)、潘梁都

去解放区了，就任命胡聚长、于志祥、

赵斌和我组成新的北系清华总支委，胡

聚长、于志祥先后任书记。下面基本上

按系成立了支部，我们每人联系几个支

部，支部又联系几个民青、民联、新联

等党的外围小组，当时叫外围小组成员

为“盟员”。

市里南北系地下党合并，成立学委，

畲涤清任书记，王汉斌、张大中都是委

员。清华、燕京合建区委，查汝强任书

记，孙仲鸣任副书记。校内南北系还没有

合并。

实行严格的单线联系制度，我们几个

总支委互相不知道别的总支委联系的党

员，只有总支书记知道。下面支部和外围“八一九”大逮捕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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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也一样。对党员、盟员加强了保密教

育、气节教育。秘密收听、抄写新华社广

播的新闻和文章，组织大家学习，让大

家了解形势的发展和党的方针政策。形

势发展很快，9月初辽沈战役打响，11月

东北就全解放了，我们就开始准备北平

的解放了。

(1)派党、盟员进城描绘地图。分工

把每条大街两边的机关单位、商场、旅店

等全记下来，绘成图。

(2)访问教授，了解思想动态，宣传

形势，动员他们留下来，当然更要请进步

教授做做工作。清华解放时，只有梅校

长、陈寅恪教授、陈福田教授坐国民党

派来的飞机南下，其他教职工都留校迎

接解放。

(3)各系都组成护校小组，暗里清点

重要仪器设备。临解放时，公开成立护校

大队，进行巡逻、值班，保护学校安全。

(4)做好暑假招收来的新生工作。为

他们办讲座，和他们交朋友，吸收他们参

加班级活动，根据他们的爱好吸收进各种

社团。

解放军来了

1948年12月13日，在校园听到枪炮

声，许多同学爬到平斋楼顶去看，远处有

火光，学生会赶快把同学劝下楼。后来才

知道这是四野某团打过来了。该团政治处

主任李乐之(赵中英)是清华外文系校友。

他从望远镜中看到清华红砖楼，赶快报告

团长，不能开炮。经请示上级，让他们绕

开清华、颐和园，从万寿山以西拿下丰台

(见《峥嵘岁月》357页)。

同一天下午，国民党军突然派一支炮

队进驻气象台下草地，学生会去交涉无

效，立即报告校方，第二天就悄然撤走。

有说是梅校长交涉起作用；有说炮队领导

是清华化学系张子高教授(化学系主任)骂

走的；有说解放军占了石景山制高点，吓

走的。说法不一，总之没开一炮就跑了

(见《峥嵘岁月》366页)。

15日，地处颐和园的农学院来了电

话，说已见到解放军了。孙仲鸣就叫我

通知庞文弟去和解放军联系。他骑车到

颐和园北宫门找到解放军，解放军派一

战士带领他，直到晚8时，才辗转找到144

师政治部主任吴彪。此后，他又带查汝

强、孙仲鸣找到13兵团政治部(见《峥嵘

岁月》346页)。

18日，13兵团政治部在校门口贴布

告，要求军民保护清华(见《峥嵘岁月》

54页照片)，布告由刘道生将军签署，他

在清华、燕京都作了报告。后来，他担任

海军司令员，1982年再次来我校作报告，

并撰文《清华园的美好记忆》(见《峥嵘

岁月》360页)。

人民的清华大学

1948年12月18日，学校临时成立校务

管理委员会，由教授代表费孝通、戴世

光，校秘书长沈履，学生会主席、研究生

会主席蔡公期五人组成，选蔡公期为主

席。首先解决全校师生的生活问题。蔡公

期带卡车去青龙桥找到荣高棠工作组，立

即领到一卡车粮食，并落实了今后粮油供

应办法。卡车回校时受到师生热烈欢迎

(见《峥嵘岁月》355、408页)。

回到人民怀抱的清华大学，受到解放

军的关爱，却受到蒋家王朝的憎恨。19

日，国民党就派从东单广场起飞的小飞机

用手扔炸弹，轰炸清华园，扔了十枚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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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幸没伤人，激起全校师生的愤怒(见

《峥嵘岁月》415页)。

1948年12月29日，荣高棠、光未然两

同志来校作报告，讲了形势还动员大家配

合解放北平。李锡铭、吴宏宛等同学去石

景山发电厂，庄毅、银重华等同学去石景

山钢铁厂配合接管工作。张一华、罗升和

等同学去41军121师，有些同学原分配准

备给解放军带路，还进行了培训，后因和

平解放，就回校了。

1949年元旦，全校一片欢乐，高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师生包括有

的教授夫人都在校园里学扭秧歌，晚上举

行了盛况空前的同乐会。

元月10日，北平军管会文化委员会主

任钱俊瑞来校，宣布正式接管清华大学，

宣布教授一律原职原薪，其他教职工也原

职原薪，工警等酬劳过低者，今后适当调

整。关于学制、课程等待北平完全解放后

再定。

这时，尚没有复课，全校师生都热情

地学习党的政策。光未然、刘导生等同志

来校作报告，解答大家的问题，解放军文

工团还几次来校演出。

1月中，在石家庄要召开华北学代

会，邀请已解放的清华、燕京、北大农学

院派代表参加。清华选我和黄祖民、邵

敏，燕京大学选谢道渊和朱国璋，由我负

责，我们一起坐大车奔赴良乡。彭真和叶

剑英同志在良乡接见我们，详细询问清

华、燕京解放后的情况。钱俊瑞同志给我

们发了路费并雇一辆马车送我们，先到了

正定华北大学，受到热烈欢迎。他们正在

准备进北平，要求我们介绍清华、燕京解

放后的情况。在这里碰见宋华沐、顾骅等

老同学。到石家庄，华北局青委书记许世

平、副书记陆平热情接待我们。华北学代

会三百多代表，我们是刚解放的国统区代

表，受到特殊的欢迎。我在会上介绍了学

运情况，黄祖民布置了一个学运照片展

览。会后，邵敏留下参加全国学代会筹

备工作，我们几个男同学跟着董必武和

薄一波的车队回到北平，正是2月3日解放

军举行入城式那天下午(见《峥嵘岁月》

394页)。

北平解放   欢度国庆

1949年元月15日解放军打下天津，

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全校沸

腾，成立了“迎接解放人民服务队”，准

备进城进行宣传和服务工作。

2月3日，北平举行了隆重热烈的解放

军入城式，清华队伍列在正阳门外大街，

滕藤奋臂高呼口号的镜头成为经典，以后不

断出现在电视里。迎接后，全体同学入住汇

文中学，展开了为期七天的上街宣传工作。

入城式后第二天，在北大四院礼堂举

行了全市地下党员大会，彭真、林彪、聂

荣臻、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地

清华“迎接解放服务队”在清华园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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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党转为公开的执政党了。

回校后，党先向盟员公开，然后6月

27日在二校门张榜向全校公开党员名单，

成立了中共清华大学总支委员会，彭珮云

任书记，何东昌任副书记。

举行了盟公开，有盟员500多人。3

月20日盟转团，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清华大学总支委员会，我任书记，陶炳

伦、艾知生任副书记。在礼堂举行了隆

重的宣誓大会，蒋南翔作“新民主主义

学习”的报告。

2月27日，为了支援解放全中国，学

校动员同学参加南下工作团，报名非常踊

跃。当时决定理工科同学仍留校学习，文

法科可以报名，共有150多位同学被批准

参加。3月11日，学校欢送他们去参加学

习，随后跟解放军南下(见《峥嵘岁月》

398、403页)。

2月份，东北军工很缺技术人才，找

到潘梁同志，他请示了党组织，派了徐应

潮、傅㺿、吴佑福等18位同学奔赴东北参

加建设。

4月8日，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四位代

表来校作报告，她们是水利专家钱正英、

上海女工江怡、延安女医务工作者曾明

霞、西北妇联副主任路志亮。特别是钱正

英同志用她的亲身经历讲知识分子和工农

结合，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关系，对大家

启发很大，终身难忘。

暑假，团市委举办了暑期学习团，

培训大、中学的团干部和积极分子。分

4个分团，第一分团是各大学团干和积极

分子，约900人，住在北大红楼，我是团

长。其他三个分团都是中学团干和积极分

子，住在附近中学。全团近2000人在北大

红楼广场(当时叫民主广场)坐着马扎听报

告。请艾思奇讲“历史唯物主义”，杨甫

讲“劳动创造世界”，胡乔木讲“革命的

人生观”，薄一波讲党史，钱俊瑞讲形

势，许立群讲青年团。这次学习对我们打

下马列主义思想基础，树立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认识青年团的性质任务，起了重

大作用。我从北京档案馆找到当时我手写

的总结，写了一篇《一场卓有成效的启蒙

教育》。

学习班结束，我就调到团市委工作。

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向全国政治协

商会议献旗、献花、献辞。团市委书记荣

高棠让我作了一幅五米多长的大锦旗，要

用两根大竹杆挑着；组织了一支腰鼓队，

一支献花的儿童队，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广

场上进行了几次排练。献辞人经过选拔，

我校汤纪敏同学荣幸被选上。政协开幕

式那天我带着这支队伍鼓声振天、浩浩

荡荡进入怀仁堂会场，献了旗，向毛主

席等主席团成员献了花，汤纪敏朗诵了献

辞，表达了全国青少年的心意(《峥嵘岁

月》384页)。

紧跟着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

举行开国大典，全校师生参加，军乐队

领头，除了举着旗帜、标语，还准备了

五星提灯，机械系四年级同学还做了一

辆大坦克模型架在汽车上，行走在游行

队伍里。开国大典一直持续到晚9时，大

家依旧情绪高昂(《峥嵘岁月》374页、

382页)。

清华大学解放前后这一年多时间，

跌荡起伏，由黑夜到黎明，在我们这一

代人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我主要

根据《峥嵘岁月》这本老校友们集体回

忆，简要记述一下，作为清华园解放70

周年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