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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解放前后具有历史意义的若干事件
——纪念清华园解放七十周年

○徐心坦口述  王向田整理

从1982年开始，中共清华大学党委根

据中共北京市委指示，组织力量，进行党

史的搜集、研究和编纂工作。经过了二十

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在2004年出版

了《清华革命先驱》一书，上、下两册，

大约有一百万字。我们有幸参加这项工作

的主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清华地下党

的光辉形象、光荣传统，深深地教育了我

们，使我们感到作为清华人的无比骄傲与

自豪。

今年是清华园解放70周年，现在我们

把收集到的有关清华园解放前后具有历史

意义的若干事件，大体上按时间的先后，

介绍出来，供大家回忆参考，以作为对清

华园解放70周年的纪念。

一、改变工作方针，由发动学生运动

转向团结群众、稳定人心、保护校园、迎

接解放

在1948年9、10月间，清华地下党组

织接到上级指示：敌人在即将覆灭的前夕

必将作垂死挣扎，要注重保护革命力量，

避免作无谓的牺牲，一般不再举行示威等

大的活动，而要扎扎实实地做好群众工

作，迎接解放。

根据以上的指示精神，清华党组织着

重抓了以下三项工作：

第一，深入细致地进行政治思想工

作，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解

放区的情况。所采行的方式方法可多种多

样。当时，地下党员吴锡光，把自己到解

放区亲自听到的、看到的，写成了一本

书，叫《冀东行》，大约有五六万字，以

“吴方”的笔名发表，在师生中，广为流

传，很受欢迎。有很多进步同学到学校

西院吴晗老师家，一起收听延安电台广

播，将内容广为宣传。在党的秘密外围

组织的引领下，组织了很多讨论会、读

书会，等等。这样就使广大师生排除各

种疑虑，人心趋向稳定，并团结起来一

致反对当时教育部组织学校南迁的企图。

由此，在清华园临近解放的时候，全校几

千名师生，但只有三个人离校出走，其中

包括梅贻琦校长。

第二，组织群众做好校园安全保卫

工作。

当时为了保护校园安全，在地下党领

导下，组织了一个叫做“巡防委员会”的

组织，机构严密，人员众多，负责人有中

共地下党员滕藤和积极分子林宗棠。下面

还设了许多巡逻队，这些巡逻队昼夜巡

逻，值班保卫。前后历时40天。12月13日

下午，国民党炮兵部队强行入校，在化学

馆和气象台之间架设了4门榴弹炮，引起

了广大师生极大愤慨。这时候，学校的巡

防队和广大师生起来强烈抗议，坚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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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炮兵才在当晚撤离了学校。

到了12月14日，校园附近的枪炮声越

来越近了，清华园离解放越来越近了。在

党组织的领导下，当时由党员带领，组织

群众进驻各个系馆和要害部门，进行值班

保卫。这个工作做得很仔细，各个系馆都

进驻了。机械系的地下党员王震寰，带领

他们全班同学进驻了机械系馆（后来的动

农馆）。在机械系馆里头，除了仪器、设

备、图书、资料等一些贵重东西以外，还

有两件重要设备当时对全校来讲是事关重

大的。一个是大水罐，它是当时供应全校

师生员工饮水的设备；另一个是发电机，

是为全校供电的。王震寰同志带领全班同

学挑起了这个重担，就是要保护这个大水

罐和电源。如果停水停电，那可就要影响

全校大局了。物理系地下党员何祚庥和十

几位同学进驻了科学馆，一边担任保卫工

作，一边议论说：“哎呀，马上就要解放

了!”大家都很兴奋，有的同学说：“解

放了，我们就去参加革命工作，不想念书

了！”当时在旁的钱三强老师就对大家

说：“如果新政权对人民负责的话，就一

定要搞原子弹。要搞原子弹，就要有一批

技术骨干，你们这些学习物理的同学，都

应该安心留下来继续念好书，这样才有可

能参加新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事实

证明，钱三强的这番话是很正确的。解放

以后，有一些同学纷纷要求南下参加革命

工作。当时政府就掌握了一个原则：属于

文法专业的同学可以去，而学习理工的同

学则要留下来好好学习，因为国家马上要

开展大规模的建设工作了，要靠这些同学

尽快成长，承担起建设的重任。钱三强老

师的看法跟国家的考虑是很一致的。

在学校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全校师生

同心协力，共同保卫校园。清华园在迎接

解放的整个过程当中，没有损失一砖一

瓦、一草一木，清华园被完整地转交到了

人民的手中。

第三，组织了“识字班”“医疗

队”，为校园周边农民服务，稳定校园周

边安全。从1947年开始，清华党组织就组

织了清华同学办“识字班”，为校园周边

农村的孩子教书识字。同时，还办了“医

疗队”，为周边农村送医送药，为农民治

病。这两个组织先后参加的人数前者有

五六百人，后者有六七百人。他们得到了

全校师生的广泛支持，有的捐款，有的捐

药。遇到重病号了，校医院就派出大夫帮

助他们治病解难。参加这项活动的同学，

获益匪浅，他们亲身深入到农村现场，亲

眼看到了广大农民赤贫如洗，生活非常艰

难，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内心受到了很

大的教育和触动，知道中国社会是如此的

贫穷，进一步体会到当时政府的昏庸和无

能。同时，周边的农民更是感触万分，因

为平时农村的那些保甲长们，总是宣传说

清华园里面的共产党很多，很是危险。通

过这些同学的下乡活动以后，农民现在明

白了，清华同学关心他们，为他们着想，

帮他们的孩子识字、读书，他们有病的就

给治病。可以说，学校的师生和周边的农

民之间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联系，这是很了

不起的。这样也使我们校园周边的环境保

持了安定。有一些清华地下党的老同志还

回忆道，包括在1948年“八一九”反动政

府来逮捕学生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就从周

边农村的农民为他们打开的缺口处，逃了

出去。在办识字班和送医送药的同时，清

华党组织还利用了和周边农民的很好的关

系，派人调查了解了校园附近的一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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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地貌、道路、河渠、桥梁、关卡等情

况，并且把它测绘成地图，准备解放军前

线部队临近清华园的时候送给他们。

二、吴晗奔赴西柏坡解放区，受到了

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接待

1948年11月间，吴晗老师以民主人士

代表的身份到了西柏坡解放区，参加了当

时民主人士的聚会，受到了毛泽东、周恩

来的热情接待；毛泽东先后两次会见了吴

晗，主要交流对中国历代人物，尤其是明

代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和看法。当时吴晗有

一个心愿，他迫切地希望能够加入中国共

产党，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

表示了自己要求入党的心愿。毛泽东很

快就在11月14日回信给吴晗，称：“我同

意你的要求，只是什么时候加入合适还要

好好研究。有些情况，恩来会同你谈。”

过了几天，周恩来就会见吴晗，主要同他

交谈了有关他的入党的问题。周恩来说：

“民主人士需要在党的外围的统战工作中

帮助建设新中国。” 1948年11月24日，毛

泽东主席致函吴晗，称：“两次晤谈，甚

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

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 

三、毛泽东主席发出急电，要保护清

华等名胜古迹

1948年12月15日凌晨，当毛泽东主席

得悉，在作战中清华园里头落了炮弹的消

息以后（注：实际上炮弹是落到清华园校

墙的外头），即亲自批改、发出了一个中

央军委关于《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

名胜古迹》的通知。为此，解放军在这一

地区作战的时候，一律停止炮击，而改用

轻武器，就是步枪、刺刀等，来与敌人进

行近战，增加了解放军士兵的伤亡。关于

这件事情，当时担任清华学生会主席的地

下党员邵敏同志回忆说，那个时候她曾经

亲自到清华周边，在清河附近作战的现场

看到有很多在解放清华园地区的过程中所

牺牲的青年解放军战士的坟墓。她说当时

她的心灵受到很大的

触动。我们清华人要

永远记住这些为解放

清华园地区而牺牲的

解放军烈士们。

四、清华党组织

派干部主动与解放军

前线部队联系

1948年12月15日

清华园解放，当天清

华地下党组织就派地

下党员庞文弟到青龙

桥解放区找到了解放

军13兵团48军114师

的政治部主任吴彪，

1948 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主席批改的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保

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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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汇报了学校的情况。并且送上了清华

地下党调查绘制的周边地形图，还包括有

北平城区街道图等。因为那个时候城区还

没有解放，解放军当时很需要。随后，清

华地下党的负责人查汝强、孙仲鸣、许京

骐、何东昌等，又亲自到了沙家店48军的

军部驻地，与军政委杨春圃取得了联系，

向他汇报了学校的有关情况。何东昌同志

回忆说：当时的军政委杨春圃详细询问了

清华地下党员的情况，特别是了解了那些

已经公开了身份的清华党员的姓名。因

为他考虑到，如果傅作义不接受和谈条

件，傅的部队逃离北平，若是经清华园

时，解放军对清华园里这些已经暴露身

份的地下党的同志要加以保护。解放军

的这种举动使他受到深深的感动，从内

心里感谢解放军。

这时，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清华园

周围的一些粮店都关门了，校园里头粮食

告急，非常紧张，食堂里头焦急地等着粮

食做饭。当时，学校有一个民间组织，叫

“学校管理委员会”，师生推荐当时的研

究生会主席、地下党员蔡公期为负责人，

为了解决校内粮食问题，他到青龙桥解放

区，找到了军管会的负责人——清华校

友荣高棠，要求给予支援，受到了荣高棠

的热情接待，当场就装了一大卡车的粮食

送给清华应急，并且还商量好了当遇到新

的紧急情况时支援清华的办法。那天，当

蔡公期押送着一大卡车粮食回到校园的时

候，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呼。

五、毛泽东急电要前线部队派人与清

华、燕京商议，如何减少在战争进行中对

名胜古迹的破坏

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给林

彪、罗荣桓、刘亚楼，并转告程子华、黄

志勇的急电中指出：“沙河、清河、海

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

来管理人员，一律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

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

等大学教职员学生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

减少损失。” 

12月18日晚，前线部队派了两名干

部，到清华梁思成教授家，请梁思成教

授在他们的军用地图上标明北平地区重要

古建筑和文化古迹的位置，并且画出禁止

炮击的地区，以准备在与傅作义和谈不成

功，不得已攻城的时候使用。这件事情使

梁思成教授激动不已，他深深地感到共产

党对保护古迹的重视。他把这个军用地图

标好了以后，又马上组织力量编制《全国

重要文物建筑简目》，标出了在全国重点

保护的建筑文物地区，以备解放军前线部

队在作战和接管城市的时候作为保护文物

的依据。

六、解放军贴出布告，宣布对清华严

加保护，不准滋扰

1948年12月18日，解放军第13兵团政

治部在清华西校门贴出了一个布告，全文

是：“为布告事，查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

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

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

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

望学校当局全体同学照常进行教育，安心

求学，维持学校秩序。特布告，俾众周

知。”下面落款是政治部主任刘道生。这

个布告重点有两条，一条是校外的人员不

准进来滋扰；一条是校内的师生员工则要

好好地安心学习、继续教育。这个布告贴

出来了以后，过了几天，刘道生主任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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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来检查了解布告贴出后的落实情况，

当他听说清华大学各方面都进行得很正

常，没有受到任何的滋扰时，他很是高

兴。当天他就在大礼堂向清华师生作报

告，他在报告当中讲了一句话，他说：

“你们为保护学校，迎接解放，进行了勇

敢的斗争，人民解放军战士感谢你们！”

当时大礼堂里面挤满了人，刘道生的讲话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过了一段时间，当时历史系的学生万

邦儒（后来当过清华附中的校长），他把

贴在清华西门的那张布告很认真地给揭了

下来，又完整地送到了学校的办公室。这

张原始的布告，后来就一直珍藏在我们学

校的档案馆里头，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学

校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

1982年春，刘道生同志再次来到清

华，又受到热烈的欢迎。他又在大礼堂讲

了话，回忆了他过去来到清华的情况。当

时，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同志送给刘道生同

志一本书《清华大学校史稿》，并且说：

“这个《史稿》收集了你当时以13兵团政

治部主任的名义在1948年12月18日在西校

门贴出来的布告，这张布告记载了清华大

学从此投入了人民的怀抱，掀开了历史的

新的一页。” 

七、成立“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

会”，进行宣传

1948年12月25日，学校成立了“迎接

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清华的学生和教

师，分别编为五个大队，还有艺术和研究

生两个别动大队。首先是到附近的农村开

展宣传活动，并且油印出版刊物《大家

看》，这个刊物办得很好。现在学校档案

馆里还有珍藏。这本刊物陆续以农民版、

工人版、中学生版、商人版等形式出版，

内容生动活泼，很受欢迎。

在这期间，清华大学党组织还根据上

级指示选派了地下党员蒋企英，还有党的

外围组织成员孙骆生、朱镕基、叶承澍，

去配合进城解放军，动员在已经解放的西

苑、青龙桥一带国民党部队的家属，用进

城劝说等各种方式，去劝她们的丈夫、爱

人弃暗投明，不要再与解放军作战，以此

来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军心。

八、宣布接管方针，迎来清华新纪元

1949年1月10日，北平军管会文化接

管委员会代表钱俊瑞来到清华正式宣布

接管清华大学，提出了接管方针是：“第

一，今后清华大学应施行新民主主义文化

教育，取消过去教育中反人民的东西，改

革脱离人民的东西；第二，教育的通盘改

革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必须逐步推进，现

解放军第十三兵团的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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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机构与制度，除立即取消国民党反动

训练制度，停止国民党三青团的反革命活

动外，其他依样暂时照旧；第三，学校经

费由军管会供给，教职员一般均原职原

薪，工资待遇偏低者要逐步提高；学生中

要逐步推行助学金制。”当他宣布：“今

天是清华历史上的新纪元，从今以后，她

将永远是一所人民的大学”，群众报以热

烈的欢呼和掌声。

九、北平和平解放，进城参加宣传及

建政工作，参加南下工作团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

日，举行解放军入城式，清华师生组织了 

“清华迎接解放入城宣传服务队”，共

有学生二千多人，教职工二百多人参加。

当天黎明进城，在前门火车站与解放军的

机械化部队会合，由正阳门入城游行，大

家欢呼跳跃，非常高兴。随后，这一批人

留在城里两周时间，广泛开展宣传与建政

工作。建政就是建立新政权。后来，这两

千多学生当中有二百多名同学根据革命工

作需要，就长期留在了北平城里的各个区

委、各个区政府，参加了新北平市的政权

建设工作。其他一千多名师生进行两周的

宣传活动以后，回到了学校。同学们又纷

纷地响应党的号召、革命的号召，热情报

名参加南下工作团，到南方去服务。很多

同学热情地报名参加，经过审核，一共有

250名学生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主要是文

法学院的学生），还有几名教师也被光荣

批准参加了南下工作团。3月5日晚上，全

校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十、北平地下党胜利大会师

1949年2月4日，清华二百多名地下党

员，参加了在宣武门外北大四院举行的北

平地下党胜利会师大会。出席这个会议的

领导人有林彪、聂荣臻、薄一波、彭真、

叶剑英、李葆华、刘仁等。他们分别讲

了话，在他们的讲话中一致肯定了北平地

下党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并且提出了新时

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当时的北平地下党

组织当中有南系，有北系，两个系统。南

系属于南方局领导，北系则属于北方局领

导，但是在地下工作的情况下，为了安全

和保密，党内有一条纪律，就是这南北两

系之中的党员不能打通横向的关系。所

以，在参加胜利大会师之前，包括有一些

是夫妻，有一些是父子、亲朋好友，分别

属于南系北系的，他们之间的身份都是互

相不知道的，只是到了这个胜利大会师的

会上，才惊奇地发现对方是党员。这说明

当时地下党的纪律是很严明的。学校原校

办主任梅萌，他的父亲李健武，属于南

系，他的母亲梅克，属于北系。在参加胜

利大会师之前，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身

1949 年 2 月 3 日，清华学生在前门大街

站在坦克上欢迎解放军入城（张祖道摄）



纪念清华园解放70周年

2018年（下） 33

份，只是等到那天参加胜利大会师的时候

才知道对方的身份。

十一、国民党空军轰炸清华园

1948年12月19日，国民党空军空袭清

华园一带，校工字厅前的河沟等处落下8

颗炸弹（另有一颗炸弹落在校外），虽未

伤人，但却使原定12月20日恢复上课的计

划不得不推迟。这一罪行激起师生极大愤

慨，更加痛恨国民党，人们以更大的热情

投入北平解放的热潮。

十二、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清华大

学总支部

清华园解放以后，清华地下党原先各

个秘密外围组织就合并成立了一个统一的

组织，名称叫“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

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 

1949年3月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筹委会副主任蒋南翔到校，号召清华

“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全体盟员参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得到了广泛的

拥护。

3月20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清

华大学总支部正式成立。当时，团中央筹

委会主任冯文彬到学校来，在会上讲了祝

贺的话，同时，经过选举，地下党员王浒

同志担任了清华大学第一任团总支书记，

团员一共有五百二十多人，是解放后在全

国最早建立的团组织之一。

十三、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正式公开

1949年6月28日，根据中共北平市

委决定，清华地下党组织正式向全校公

开，在二校门张贴了当时的185位地下党

员的名单。应该说，另外还有4个同志，

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暂时不予公布。从

此，清华大学党组织就结束了原来的地下

的状态。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美丽的清华园

里生活、学习、工作，应该说是无比幸运

的，我们不能忘记，在解放清华园的时

候，那些先辈们付出的全部心血，甚至是

生命。想想这些，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把

清华园建设得更加美丽，把清华大学办得

更好。

（2018年2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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