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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在地下
党组织的领导下，清华师生发挥了先锋作用，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
南翔在“一二·九”前夕起草的清华大学
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华北之大，
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
的抗日示威游行。图为清华大学学生队伍沿着平绥
铁路向西直门挺进。

西直门外布满军警，阻止学生进城。 游行队伍被阻于西直门外，学生们在寒风中坚持斗争。

1935~1936 年度学生会抗日救国委员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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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直门外汇集了广大群众。

同学们就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清华大学学生陆璀手持话筒演讲的照片，刊登在 1935 年 12 月 21 日出版的《大众生活》
第一卷第六期的封面和封底。

《一二·九运动记》（刊载于《中学生》，1936年第 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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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运动收获，从 12 月 10 日起清华等
校实行总罢课，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图
为北平市各大中学联合罢课宣言。

清华救国会和学生自治会组织了纠察队、
宣传队、情报队、广播队，积极开展活动。
图为清华大学学生纠察队。

《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一月
的日记》（刊载于《清华副刊》，
1936 年第 45 卷第 8~9 期）

清华救国会致信《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表示“各校决
议一致罢课，继续奋斗，准备第二次示威。现此地情形，
应即行广播各地，使南中各校响应，恢复五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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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晨，清华大学学生扛着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条幅，冲破
重重阻碍，进城参加示威游行。

12月16日上午，清华等校师生与各界民众两万人齐集天桥，
召开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
对任何傀儡组织等决议。

城内外学生队伍与市民队伍一起游行到前门外，受到军警
阻拦。图为清华队伍在前门外广场召开第二次市民大会。
大会通过反对秘密外交、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决议。 天桥大会后，游行队伍奔向正阳门。

清华学生从西便门南的平汉铁路豁口进入城内。

1935年 12月16日，为反对国民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组
织全市大中学生举行第二次抗日示威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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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警逮捕、殴打学生 《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了陆璀在“一二·一六”游行中被捕事件。

清华学生救国会编印的“一二·一六”大示威特页和外文宣传页。

“一二·九”“一二·一六”后，举国震动，各地学
生群起响应，社会各界亦纷纷声援。图为清华周刊发
表的《一二九运动一年来之史的检讨》，其中记述了
“一二·九”运动对全国学生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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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南翔（1913~1988），1932年考入中文系。“一二·九”
运动重要领导人之一，时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清
华周刊》总编辑。解放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高教部部长，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

宋平（1917~ ），1935年考入化学系。参加“一二·九”
运动。解放后任国务委员、中组部部长、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等。

李昌（1914~2010），原名雷骏随，1935年考入物理系。
“一二·九”时期曾任民先队总队长。解放后任中科
院副院长、党组书记，中纪委书记等。

姚依林（1917~1994），原名姚克广，1934年考入化学系。
“一二·九”运动重要领导人之一，时任北平学联秘
书长、党团书记。解放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等。

康世恩（1915~1995），1936年考入地质系。“一二·九”
时期参加民先队，任清华学生救国会常委。解放后任
国务院副总理、石油部部长等。

于光远（1915~2013），原名郁锺正，1934年转入物理系。
“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解放后任中科院学部委员（哲
学社会科学部）、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
长等。

在“一二·九”运动中，一大批清华学子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在斗
争实践中不断成长，涌现出一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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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高棠（1912~2006），原名荣千祥，1932年考入外文系。
“一二·九”时期曾任清华团支部书记、北平西郊区
团工委书记。解放后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顾委秘书
长等。

牛荫冠（1919~1992），1933年考入电机系。“一二·九”
时期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西郊区委书记。解放
后任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等。

韦君宜（1917~2002），原名魏蓁一，1934年考入哲学系。
“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解放后任《中国青年》总
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

陆璀（1914~2015），1934年转入社会系。“一二·九”
时期任清华学生救国会委员。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副会长等。

杨述（1913~1980），原名杨德基，1934年考入历史系。
“一二·九”时期参加民先队，后任清华地下党支部
宣委。解放后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北京市委宣传部
长等。

孙兰（1913~1968），原名韦毓梅，1932 转入中文系。
“一二·九”时期曾任清华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
解放后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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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诚（1914~1942），1934年考入地学系。“一二·九”
时期曾任清华学生救国会主席、北平学联主席。后任
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皖南事变”中被俘，1942 年
4 月 23 日遇害。

纪毓秀（1917~1939），1935 年考入电机系。“一二·九”时
期曾任清华民先大队队委、学生会委员。后任山西牺牲救国
同盟会总会常委、组织部长，被誉为“山西三大妇女领袖”
之一。1939 年 10 月 6 日，因常年积劳成疾，不幸殉职。

凌则之（1913~1940），原名凌家增，曾用名凌松如，1934 年
考入物理系。“一二·九”时期曾任清华民先大队大队长。
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大队指导员、总队政治部主任。
1940 年 12 月 22 日在反扫荡战斗中，中弹牺牲。

杨学诚（1915~1944），1934年考入物理系。“一二·九”
时期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北平学委委员、城西
区委书记。后任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政委等。1944
年 3 月 7日随军转移途中病逝。

孙世实（1918~1938），1935年考入经济系。“一二·九”
时期加入民先队，任北平学联代表等。后任中共湖北
省青委书记。1938 年 10 月 23 日按上级指示撤退过程
中，为掩护战友遭空袭牺牲。

位于清华园中“水木清华”北坡的纪毓秀骨灰安放处
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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