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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清，本名郝威，曾用名郝文彪。
1912年 8月 7日出生于四川成都，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38年曾任中
共铜梁县委书记、中共江北县委书记兼重
庆清华中学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
曾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中共北京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1980年任《中国
日报》副总编辑。2008年 6月 7日在北京
逝世，享年 96岁。

重庆私立清华中学，是我们党中央的

领导同志直接倡导，在重庆十分困难的环

境下创办起来的，也可以说是重庆地下党

创办的一个中学。

我是1937年8月从北平回到四川重庆

的，1937年9月底，参加了建立中共重庆

市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以后在重庆附近

的铜梁县做开辟工作。1938年6月回到重

庆，7月份，见到当时担任国民参政会参

政员的董必武同志。他到重庆召集党内部

分同志开会，谈了很多问题，其中内容之

一是，董老说：“应该在重庆这个地方，

创办一个我们党领导的中学，培养大批思

创办重庆清华中学的历史回顾
○罗  清（1936 届外文）口述  赵海沧整理

想进步，具有党的优良作风的青年。”当

时董老是指着我讲的，因为当时我的公开

职业是在附近一个县城的中学里教书，我

当即表示：“一定努力去办。” 

我向重庆市委传达了董老的指示，当

时在市委工作的廖志高、漆鲁鱼、杨述等

同志都参加了研究，并做出了一个决定：

一定要办，由郝威（我当时的名字）同志

负责来办。7月决定，立即筹备，9月就开

学，筹备工作仅仅两个月。到清华中学工

作的党员有蒋宪端、黄觉庵、陈落同志，

都是当时重庆地下党的同志，黄觉庵同志

解放后是四川省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

统战部副部长，现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工

作。以后还有其他党内同志，如黄绍湘、

毕中杰等先后到清华中学教书。

办学校第一个问题就是钱，还得向国

民党政府办理登记的手续。当时我父亲是

一个商人，他几乎把大部分家产都捐出

来，出了一万元。此外，利用我的社会关

系，一共募捐了约十万元，准备用来修建

学校教室、宿舍和购置其他教学设备。

1938年7月份就先拿了一些钱来租房子、改

建教室，买桌凳、床和教学设备，等等。

开学以后，成立了校务委员会，起初

是由清华大学毕业的李华中、陈鹤瀛和我

三人组成，主持全校一切校务工作。仿效

贵阳清华校友创办贵阳清华中学的做法，

因为创办人和开始参加教学工作的多数

是清华大学的校友，所以名叫“重庆清华

中学”。当时我在重庆市委谈了两个办学

思想：一个是要继承清华大学的一贯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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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求实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意

思。我觉得总的来看，清华大学出来的进

步分子都具有这种精神。第二个是继承

“一二·九”运动时敢于斗争的精神。先

后来到清华中学工作的教师中，有不少是

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

如蒋宪端、黄绍湘同志和我，曾挨过拳

头、遭过水龙冲的。黄绍湘同志和我，还

是清华大学当时的“救国会”成员——学

生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成员。当时，我任总

务，黄绍湘任交际。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学

生敢于和日本帝国主义、国内投降派作斗

争，不顾生死，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而斗

争。我是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以

后入党的，蒋宪端、黄绍湘同志也是当时

入党的。我们办学的愿望，是要把当年敢

于向反动势力斗争的精神，在清华中学里

继承和发扬光大起来，也就是董老指示的应

当办一个“党领导的中学”的精神。

我是重庆市最早恢复和接上党组织关

系的三个人之一，也是重庆市委成员之

一，在清华中学开学不久，即成立了中共

清华中学党支部。就我所知，这是抗战初

期重庆市中学的第一批党支部中的一个。

当时我是江北县委书记兼清华中学党支部

书记。9月开学，10月或11月成立了党支

部，党员定期开会。当时我们躲在山包包

上开党小组会、党支部会。到了1939年6

月，党员发展到十三四个人，是重庆中学

党员人数较多的。1938年到1939年重庆的

党组织发展很快，如女师、重庆中学、重

庆女中的党组织发展都很快。清华中学的

党支部积极地做党的工作，如组织学习、

讨论形势，发展党员，在学校进步同学中

进行党的教育工作，到附近农民中做宣传

工作等，但有的同志因此暴露，很快就待不

住而离开学校了。也有个别人在第一次反共

高潮（1939年）下消极了。在我被迫离开清

华中学以后，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听说在

抗战胜利以后党的组织又建立起来。

另外讲一点当时的斗争。那时是国共

合作时期，有合作也有斗争。国民党是被

迫抗战的，1937年、1938年和日寇打了一

阵，很快华北、沿海各省就丢失了。1939

年下半年起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出现了

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清华中学内部也有斗

争。记得开学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反动当

局就派了个训育主任来到学校。黄觉庵同

志原在江北县中学教书，是我请他来的。

他在学校讲了一番话，讲的是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问题，这一下不得了，说他政治上

有问题，是江北中学解聘了的，马上就

勒令离校。当时我们据理力争说，国共合

作，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可以嘛！可是

不行，还是勒令开除。当天，黄觉庵同志

不在学校，经党组织通知后，从此再也没

有回学校。这是清华中学国共公开斗争的

第一幕。

学校成立以后，有好几位管教务的，

主要有三个教师管，我们自己也教课，我

教初中、高中的课，兼事务主任，什么事

务都管，是三个主任之一。当时有一个财

权问题，没有钱不能办事，但是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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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治权，最后也就没有财权了。从教务

上讲，老师基本上都是清华大学来的，还

是清华大学那一套。清华是重点大学这是

大家都知道的，因而清华中学的教员都是

认真教学的，课都是讲得很好的。经验可

能有些不足，但是大家都很努力，再加上

政治上的条件，到清华中学的教员都是党

请去的，都是用上面讲的基本精神来教学

的，不是为50元一个月的薪水而去的，是

为党的工作、为教育事业而去的。

当时学校政治空气是很浓厚的，学校

内党没有建立正式的外围组织，而是在每

个党员周围团结若干人，许多和党有联系

的、倾向进步的同学，后来也入了党。最

初学校只有四个班，却有近百人支持我

们，赞助我们的活动。学生中要求进步、

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人很多，没有公

开反对我们的，也没有人去向训育主任告我

们的，告我们的不是同学而是某些教职员。

在国民党统治的重庆办私立学校，当

时有一个手续，就是要成立一个董事会。

按国民政府那时的规定，董事得由有“社

会地位”的人来担任。我们这些刚毕业的

大学生当董事不够格，就得请“婆婆”。

董事长请了四川军界代表吕超来担任。

“婆婆”中有比较好的，也有很不好的，

如姓罗的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中央信托局

的专员，由于政治立场不同，他是国民

党，对我百般刁难。说很简单一件事情，

当时我刚从学校出来，除了教课以外，还

担任事务主任，不大懂得一些财务制度和

手续。大概有一张单据签字手续不够完

备，他就拿到我的这张单据，到高中一个

班上，当我的面说什么：“你们看郝威，

他搞的什么名堂，这还像一个单据吗？这

里边根本有问题。”他还串通一些事务人

员也来夸大其事。这样一搞，好像说我经

济上不清白。我把家里的一万元，社会上

募捐来的十万元都拿出来办学了，我还赚

你几元钱干什么呢？于情于理都是不通

的。这样来栽赃诬陷我，是有他的政治目

的的。由于我在一部分人中揭发了某董事

的贪污，这样，在某些董事的支持下，使

我处境十分困难，最后我被赶出了学校，

调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这就是在党的领

导下，我参加筹办清华中学的简要过程。

最后我想说：清华中学创办以来，出

了不少人才。尽管每个人工作岗位不一

样，从总的来看，保持了清华大学实事求

是的好传统、好作风。在政治上，学校内

部没有被国民党反动势力所控制。在解放

战争时期，那时的同学发扬了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精神，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

尖锐的斗争。希望今后，学校继续发扬这

些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按照党的教

育方针把学校办得更好。从清华中学出来

的同学，要把这些精神带到各个岗位上，

继续发扬光大。

[转自重庆九中（原重庆清华中学）

四十四周年校庆特刊，1982年4月29日]

1941 年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唱抗

战歌曲，右 2为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