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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上路了。果然，特务叫他出来，对他

说换个押他的地方。齐亮知道他的大限到

了，从容地走向刑场。秀英是在狱中集体

大屠杀时被杀害的。

时间过去了六十年，广东的作家吕雷

和几个作家到重庆出差。吕雷临走前，他

的父亲吕坪告诉他：“你有机会到重庆，

一定要去烈士陵园，一定要找到齐亮烈士

的塑像，向他叩拜，默哀致敬。”吕雷这

才知道，他的父母新中国成立前曾在重庆

做地下党工作，由于叛徒出卖，特务已准

备逮捕他们，但他们和支部其他同志事先

却不知道。是齐亮冒了最大的危险，赶在

特务前面找到他们，叫他们马上离开。如

果不是这样，吕雷的父母，甚至整个支部

的人都会被捕牺牲。齐亮当时已经清楚知

道，特务正在四处抓他，然而他为了救出

其他同志，不惜冒生命危险，千钧一发之

际，救同志于灭亡。

吕雷到重庆后，在歌乐山专门找到齐

亮塑像，向他叩拜，告诉他，通知到的同

志都平安转移了。他的父母活了六十年

后，一直念念不忘救他们的烈士。为此，

吕雷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如果没有齐亮舍身救人，就没有他的

今天和其他许多人的今天。吕雷问，这是

一种什么力量，使烈士们视死如归？信

仰，就是坚定的革命信仰。

《光明日报》的编辑把这篇文章转给

了我，我后来写文章说：“人无信仰，生

不如死。”我把这八个字写成书法作品，

由《光明日报》刊登在副刊上。

（转自《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

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马识途著）

蒋金涛（1912—1972），女，曾用名
蒋宪端、金涛。1912年6月23日出生于江
苏太仓。在苏州振华女中学习时曾任学生
自治会长并参加学联。1935年在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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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金涛：“一二·九”运动影响了她的一生
○郝锦绮  郝明理

读书期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2
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四五月
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6月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后在重庆清华中

学、树人中学教书，并任清华中学副教务
主任，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从事中共地下党
工作。1941年9月调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外
事组秘书和英文翻译，并负责编辑出版中
英文宣传册。

1945年秋国共谈判期间，任中共代表
团外事组秘书。1946年5月，在中共代表
团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工作。同年7
月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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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英语广播和编辑工作，后任晋察冀
新华广播电台华语广播编辑科长。1947年
7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会蔡畅书记的
秘书。1948年参与组织东北区妇女代表大
会、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亚澳
工妇代表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军委气象局办

公厅主任、中央气象局台站管理处长、海
洋水文气象处长、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兼
党委书记。1964年1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2年11月20日病逝于
北京，享年60岁。

“一二·九”运动指引她走向抗日

蒋金涛1932年9月入清华大学物理

系，后转地学系气象专业。1935年日寇步

步向关内进逼，在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

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1935年11月的一个深夜，蒋金涛与同

乡好友陆璀在宿舍里摇曳的烛光下一边

刻钢板印宣传抗日的传单，一边轻声地交

流。同学郑秀目睹了这个场景，多年后写

下：“一位右手拿着铁笔，左手按着钢板

上的蜡纸，正在聚精会神地刻写什么。猛

然她转过头来对正走出房门的一位同学用

苏州话说：‘璀璀，侬早点转来核对个么

兹（是指【这个】），阿好？’听得出来

是蒋宪端同学的声音。璀璀点点头，就疾

步下楼去了。”半个月后，“一二·九”

运动爆发，郑秀才明白“这两个同学在干

的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啊”！

蒋金涛满怀激情地投入伟大的“一

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中。在“一二·九”

和“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中，她与

同学们一起从清华园出发，始终勇敢地走

在游行队伍中，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喜爱摄影的她，不时拿起相机，记录下了

这一伟大革命斗争中的一个个瞬间，将爱

国学生挥泪演讲和夺过军警的水龙奋力搏

斗的动人场景永远定格下来。

她还拿起笔，手绘宣传画。震撼全国

的《日军大演习略图》就是她连夜绘制

的，以“请看今日之北平，竟是谁家之天

下”警醒民众，揭露了日本亡我的野心。

该图反映了爱国知识青年对民族存亡严重

形势的清醒认识，借以对华北面临日寇进

逼包围的危急情况向全国发出警告。此图

迅速传往各地。

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1935年底，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学联

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广大

农村去。蒋金涛加入了清华、燕京等校组

成的第三团，在团长黄华、蒋南翔的领导

下，一路上她积极写标语、印传单，播撒

抗日救国火种，参加了多场与军警、特务

斗智斗勇的斗争。她耳闻目睹广大贫苦

农民过着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生活，受

到震撼，产生了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她

也认识到，抗日的伟大力量蕴藏于民众之

中。她与团员们多次开会讨论如何发动民

众开展武装斗争，以及如何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种种问题，思想认识有了很大

提高。

其间，她也用镜头留下了历史的记

录。在凛冽的寒风中队伍沿着平汉路南

行，她昂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地下党领导

下，以南下宣传团为基础，成立了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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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解放先锋队，蒋金涛成为最早的队员

之一。

20多年后她回忆道：“‘一二·九’

和‘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使我看到

了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和反动政府镇压爱

国运动的丑恶面目，他们用皮鞭、水龙、

警棍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同学，解散南下宣

传队，封闭进步刊物，使我非常愤怒。” 
在学生救国会的组织下和同学们爱

国热情的鼓舞下，她积极参加站岗、

放哨、写标语、贴布告等工作。1936年
“二二九”反逮捕斗争中，她勇敢地保护

女生骨干；“三三一”抬棺游行中，学生

们和军警发生冲突，许多同学被捕了，蒋

金涛也挨了打。

民先组织队员们到门头沟煤矿向工人

宣传抗日救国，蒋金涛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到工人，看到了工人的痛苦生活。她阅读了

马克思著作和唯物史观著作，也开始憧憬

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的前

景。这些都在她眼前展现了一片新天地。

民先还组织军事体育活动和游击战训

练，使队员们为即将到来的艰苦抗日斗争

做好精神准备和身体准备。蒋金涛回忆北

平西山民先野营：“清华同学参加的很

多，其中女同学也不少。傍晚时篝火熊

熊、歌声阵阵，从中受到集体主义和进步

思想的陶冶。北平学联还邀请进步教授和

知名人士给大家讲政治形势。”蒋金涛珍

藏的照片中也有不少记录。

海燕向上 海燕抵抗

蒋金涛从小喜爱弹钢琴和唱歌。参加

救亡运动后，她在民先的支持下，于1936
年4月联合一些爱国同学组织了海燕歌

咏团，团名源自高尔基的革命诗篇《海

燕》。

海燕歌咏团由傅国虎任干事长，蒋金

涛与戴振铎、傅梅芳、彭平（裴昆山）为

干事，戴振铎任指挥，每周两次在大礼堂

门厅教同学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和革命歌

曲。教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国际歌》，那

时唱这首歌是犯法的，但是她们巧妙地以

演唱各国国歌为名，把《国际歌》作为苏

联国歌，“合法”地传播开来。歌咏团唱

的还有《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

路歌》等五六十首。歌咏团越来越壮大，

成立几个月就从40余人发展到约200人，

占了全校人数的五分之一。它用充满革命

激情的歌曲把年轻学子团结起来，清华校

园里回响着“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

天下的兴亡”的激越歌声，鼓舞大家投身

抗日救亡运动。

海燕歌咏团还编印了一套“中国歌曲

明信片”，将《义勇军进行曲》等30多首

爱国救亡歌曲铅印在明信片上，印了20万
张寄往国内外，将抗日救亡的呼声传向四

面八方。

清华的民先队员郭建等回忆：“由女

同学蒋金涛主持的‘海燕歌咏团’，由于

聘请了二位持中间立场的同学担任钢琴和

指挥，参加者踊跃。清华园里‘海燕向

上，海燕抵抗……’的歌声此起彼伏，无

形中壮大了我们的声势。”

蒋金涛的同学、后在红岩村的战友陈

舜瑶和宋平夫妇，在蒋金涛去世后给她儿

女的信中深情地回忆道：“三十六年前，

我们在清华大学同你们妈妈认识，那时我

们都是民先队员，她满腔热情地在学生

中开展救亡工作。她参加领导一个歌咏

团，团结一些爱好唱歌的同学，学唱革命

歌曲。她唱得很好，每次四部合唱，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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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唱女高音。记得我们那时唱过《国际

歌》，这曲共产主义的壮歌深深激励着我

们，呼唤着我们去战斗。你们妈妈唱得特

别起劲，她那高亢的歌声至今还在我耳际

萦回。合唱散了以后，我们肩并肩穿过昏

暗的校园回宿舍去，内心都说不出的渴

望，盼着有朝一日旧中国能够破晓。”

加入中国共产党

蒋金涛在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1936
年三四月间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

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四五月间，经同学

何玉珍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6月
间转为正式党员，她宣誓要为中国的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当时的监

誓人是李昌，入党地点为清华大学。

她回忆道：“宣过誓的那个晚上，我

从秘密小屋走向宿舍，怀着从未有过的兴

奋心情，为找到了一个高尚的奋斗目标，

为已经加入了一个将要扭转乾坤的伟大组

织，为自己今后再不孤独而感到幸福，感

到温暖。一路想着，为了革命利益，需要

时我准备牺牲一切。”“入党后，课余时

间我在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做公开工作。

秋日，中共北平西郊区委要办油印的党

内秘密刊物，我被调去刻钢板、油印。在

学校一间僻静的房子里设立了一个秘密印

刷所，区委委员和小组长教给了我保密知

识，课余时间我和同伴就悄悄地集合到那

里工作。这是秘密工作的开始，这一工作

一直持续到1937年上半年。”

郭建等回忆，蒋金涛还和吴瀚、高景

芝、王次蘅几个女同学一起开办了妇女识

字班，学生是清华洗衣房洗衣工人中的女

孩子，教她们识字和救国道理。她们的活

动还深入宣武门外的大粪场。

同为地下党员的黄绍湘回忆蒋金涛时

说：“她1936年转党，是清华女同学中早

期的党员之一。她稳健沉着，在清华时，

除主持海燕歌咏团的公开活动外，党组织

分配她的主要任务是刻蜡版、缮写党的机

要文件。有时，由她用几种笔法，写成醒

目的大小标语，黑夜中张贴在清华园内。

因此，在公开场合，她一般都不暴露自己

的政治倾向。”

在“一二·九”精神鼓舞下继续战斗

1937年夏，蒋金涛从清华大学地学系

气象专业毕业。北平沦陷后，于8月按照

党组织意见前往南京北极阁气象台工作，

并将组织关系转到南京。到南京时日寇已

逼近，研究机构已撤走。她只身经香港、

广西、贵州，到达重庆寻找党组织。她在

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时的战友杨述

（杨德基）和罗清（郝威），当时均为中

共重庆工委委员，为她恢复了组织关系并

安排她到清华中学教书，开展地下活动。

清华中学是地下党按照董必武指示创

办的一所以培养革命青年为目标的学校，

蒋金涛与罗清、黄绍湘等在清华大学参加

“一二·九”运动的共产党员成为了学校

教师中的骨干。

1941年9月，她被调到中共中央南方

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红岩村）工作，

担任外事组秘书、英文翻译，此时将名字

由蒋宪端改为蒋金涛。在周恩来的亲自领

导下，她与外事组的同志一起，做了大量

的对外宣传工作。

蒋金涛一生都保有深厚的“一二·九”

情结。她和同学拍摄的“一二·九”运动的

大量珍贵照片，是中国青年为拯救祖国和

民族危亡，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历史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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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也是她的精神宝藏。她在战争年代中

一直冒着危险携带这几十张照片，无论是

抗战初期只身辗转到后方、战争中长途行

军，还是化装穿过敌占区，走过了大半个

中国，十几年间竟然从不离身，精心呵护

着这些宝物。新中国成立后，她珍藏的这

些“一二·九”运动原始照片被国家有关

部门复制、展览，从而广为人知，流传下

来。这是蒋金涛对那个时代最好的纪念。

（转自《唤起全民族的抗战》，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沈学明、李炎

主编）

王士强先生是我的舅舅，讳荣吉，名

士强。经查证，在1918年清华学校留学人

员名单中用的是王荣吉。

早在1800年左右，工业生产在中国开

始萌芽时期，王家的祖上就开设了“王东

明丝行”，生产真丝，专供纺织绫罗绸缎

所需的真丝原料。经过数代的努力，商誉

甚隆，成为著名的杭州丝织业世家之一。至

今在杭州市下城区的历史档案中，还特别标

出“王东明丝行”在城区地图中的位置。

自强不息  中西求学

舅舅1895年出生，因为其父母（我的

外祖父母）思想十分开放，又加他天赋异

禀，酷爱读书，在杭州仁和小学就读三年

我的舅舅王士强
○张耀华（1961 届土木）

后，家里就将他送入了杭州蕙兰中学（五

年制）。由于学校离家甚远，必须住校，

此时他年仅九岁。

杭州蕙兰中学是1899年由美籍传教士

甘惠德先生创建的，经过一百二十多年的

时代变迁，时至今日仍为浙江省一级重点

中学。

六年后的1911年，舅舅又以优异的成

绩考取了清华学堂，是当年浙江省被录取

的唯一一名。

在发榜的那天，他被蒙骗没有录取。

原因是当时其父已经过世，舅舅又是长

子，家中的丝行急需他来协助。其母不舍

他去千里之遥的北方上学，而且要数年之

久。不料他当即席地大哭不起，悲伤不

已，坚持要自己去看榜。他母亲只得如实

相告，同意如期派人专程送往北京，舅舅是

年15岁。足见当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

京沪铁路是1913年12月才全线通车，

而京津铁路则是在1900年通车的，当时从

杭州去北京，需先到上海，再经水陆两路

才能到达天津，实属不易。百年之前的交

通、通讯绝非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有相

当多的困难。

舅舅从一个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少年，

王
士
强
学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