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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纯（1915—2007），河北丰润人。
1935年从天津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地学
系。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作为纠察
队员参加两次大规模游行。1937年随校南
迁至湖南长沙，后辍学参加抗日活动，并
前往延安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到西南
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复学，于 1943年毕
业。毕业后先后任职于云南盐务局和联大，
1946年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参加西藏科考队，
历时两年半，行程一万多公里，完成了
中国地质学家首次对西藏地区地质资源
与矿产分布的考察。1953年底到北京地
质学院任教，是我国水文地质和工程地
质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水文地质学科
的奠基人。
本文是王大纯学长 1998年所写，他

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记述了“一二·九”
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特别是还原了一些生
动的细节、场景，对我们后人了解运动的
全貌无疑是极好的史料。经王大纯子女推
荐，特刊登此文，以飨校友读者。

我所经历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王大纯（1935 入学，地学）

 1935年12月，在北平首先发生，随

后在全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抗

日救亡游行示威，这就是“一二·九”运

动。这场运动起自北平的几所大学，后来

中学生，甚至一些市民也加入其中。所反

映出来的是民众对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一

系列对日政策的不满。随着时间延续，不

满逐渐蓄积，最终大爆发。

我是1935年秋天考入清华大学的。前

几年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期间，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了我国东北三

省和热河省。之后的几年中，国民党政府

又先后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何

梅协定》。日本人当时在天津是有租借地

的，就在现在的和平区海河右岸，占了很

大的一块地方，且经营了三十多年。从南

开中学走过去不过十几分钟就是日本租借

地，中间仅隔着南门外大街。离开南开中

学不远处有一座很老的寺庙，叫海光寺。

日军把这里搞成了驻军司令部，日军的军

车、坦克在大街上自由通行。在天津还出

现过日本人把中国人杀死、丢进海河的严

重事件。正在南开中学上学的我见到这

些，心里感到很窝囊、很憋气。

当年在南开中学，有一个老师叫张锋

伯，那时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成立

了一个叫做“青年会社”的组织，人数不

多，宣传反蒋抗日，反对汉奸卖国，我也

加入其中。在1938年时，也是这位张先生

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把我们曾经在“青

年会社”里的几个同学送去了延安，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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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的。

到了1935年的下半年，日本人对华北

的胃口变得更大了，还要成立以汉奸殷汝

耕为首的傀儡政权，也就是所谓的“冀

东防共自治政府”。名义上是脱离国民

政府，实际上是把河北省东北部交给了日

本人。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使日本鬼子

勾结汉奸在华北搞“自治独立”的活动更

是变本加厉，企图通过河北和察哈尔两省

特殊化，进一步扩大侵占我国的领土。国

民党实行“绥靖政策”，在日本人的威逼

下，准备在北平成立所谓“冀察政务委员

会”。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质上是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退缩政策的

妥协产物，是日寇推动实现华北自治的阴

谋步骤。一旦“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将使得我国华北大部地区不保，中华民族

危矣！

对日寇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软

弱无能，学生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

当时北平的各个学校中便有学生活动，宣

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对华北自治，反

对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对日政策。学生们保

全国土、抗日救亡的热情很高，着手准备

集会，声援绥远抗战。后来才知道这些人

中间有些是地下党员。 

为什么选择1935年的12月9日举行大

规模集会呢？原因是当时有消息传来，

说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2月9日成

立，所以就选定了这一天举行游行示威，

这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由来。 

“一二·九”运动提出“支援绥远抗

战”“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

务委员会”。12月9日当天，原来是计划

清华和燕京两所学校的队伍进城，与城里

的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

东北大学等学校的队伍汇合在一起，在天

安门召开大会，然后到新华门向何应钦递

交请愿书。清华大学的学生队伍人数不

少，沿途还有人加入其中，队伍一路向西

直门走过去，准备进城。

由于当局事先有所防备，将西直门关

闭，死守城门不开。于是学生队伍变为游

行队伍，又转向了西便门。

我因身强体壮，又是清华足球队和田

径队的队员，被选为纠察队员，负责游行

队伍的保卫。在我们游行时，警察总想要

抓人，但当游行队伍行进在街道上时，警

察又畏惧于学生人多势众，不敢下手。他

们通常选在路口、胡同口埋伏，等到游行

队伍路过，看准走在后面的老师同学实施

抓捕。而我们这些纠察队员也特别要在队

伍经过胡同口时加强护卫，保护在游行队

伍两侧。我们用几辆自行车横排起来，堵

住胡同口和路口，迫使警察无法冲出来抓

人。纠察队员多骑自行车，且身高马大聚

集在一起，警察们也不敢靠近，只是手里

“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和燕

京大学的队伍齐集西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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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着长竹竿远远地望着我们，等着大队人

马过后再找机会下手抓人。

我们做纠察队员的危险会出现在游行

队伍通过后，纠察队员从胡同口撤离时，

警察也明白，这种时候是抓捕落单的纠察

队员的最佳时机。我就曾经在作为殿后人

员最后一个撤离时被一名警察用竹竿挡了

下来。幸而跟前地上有一块石头，我顺手

拾起砸了过去，击中了那名警察。趁着警

察被石头击中时，我推着自行车猛跑几

步，跳上车扬长而去。

游行队伍一路上受到重重阻挠，终于

来到西便门，可西便门也是大门紧闭。原

本计划城里城外的学生们会合的目标没能

实现，这也是个遗憾。但是，这场声势浩

大的游行示威到底还是阻止了所谓“冀察

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这次游行示威活动还有第二次，也就

是一个星期之后的12月16日。这一次规模

更大，几乎全北平市的大中学生都出动

了，不时出现警察与示威学生之间的冲

突。警察的镇压明显升级，警察的武器也

不仅是警棍和长竹竿了，有些警察手持大

刀，甚至还动用了水龙。当局的这种镇压

行为使学生们更加愤怒，冲突也更加

剧烈。城里学校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受伤或

被捕。

地处城外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依旧

计划进城。12月16日这一天，清华大学的

学生来到西便门，对紧锁的城门进行冲

击，试图破门进城。攻打城门的时候，我

们纠察队要负责在外围保护，把警察隔在

游行人群之外，这样来防止师生们被抓捕。

警察应付我们攻打城门的办法还是死

死关住城门，任凭怎样也不开门。我们也

没有太多的办法。最终，警察还是阻止了

我们入城与城内游行队伍的汇合。不过，

也正是因为两次游行示威，我们城外的队

伍都没能进城与城内队伍汇合，只能在城

外示威，所以也没有人被捕。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大

游行后学生们宣布罢课。罢课初起的几天

还是比较平静的，我在这几天里加紧利用

“青年会社”的关系与仍在南开中学的同

学取得联系，通告北平方面的情况。得知

他们已经和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汇文中

学等联合起来准备起事。

这种平静的日子不过几天而已。大约

一周后的一天早晨，还不到六点钟，我和

同屋同学们正在宿舍睡觉，警察突然推门

进来，喊叫着让我们把学生证拿出来，他

们要一一核对，搞得楼里乱哄哄的。于

是，我们陆续起床，洗漱之后就要去吃早

饭。这时却发现，每个楼门口都有警察把

守着不让我们出去。由于警察是挨着宿舍

一间间搜查，速度很慢，时间一久聚集在

楼道和门口的人越来越多，学生与警察对

峙着，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终于，愤

怒的学生们忍不住了，不知是什么人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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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大家就一同用力冲出了楼门，警

察也是束手无策。

冲出宿舍楼后我们很快发现有同学

被捕了，正在押往西校门。于是大家赶

紧兵分两路，一部分人继续与正在楼里

搜查的警察周旋，把他们就地缠住，另

一部分同学马上到西校门去救人。

我们跑到西校门时，看到有两三辆

汽车和一些被捕的同学，于是大家一拥

而上，合力推翻了这几辆车，并且点火

烧了起来，还把被抓的人都抢了回来。

警察看到这个阵势，也不敢阻拦，更无

心继续抓人，都吓得逃跑了。警察的这

次搜捕以失败而告终。

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我们的警惕性

也提高了，想了各种防护的办法。为保证

罢课的胜利和学生的安全，严防军警特务

像上次那样的偷袭，在校学生加强了警

戒。还以游行示威时的纠察队为基础组织

起来，分成了几个组。有负责把守校门

的；有负责扩大警戒范围，到海淀和成府

一带巡视的；还有负责和燕京大学学生会

取得联系，互通情报的。除此之外又作出

规定，校内如发生情况，就不规律地敲响

工字厅后面的大钟。这是一口很大的钟，

敲击时声震全校，本是用作报时，白天每

小时敲一次。现在要把这口钟当作警报

用，大家听到钟声就立刻去礼堂集合。

我作为游行示威时的纠察队员，和一

些同学轮流把守着校门。过了几天，已经

是12月31日了，轮到我和三四名同学在校

门口当值守卫。大约傍晚五时左右，有一

个负责外联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急匆匆赶了

回来。他说经过和燕京大学学生会联系，

了解到有情况，估计驻扎在西苑的军队可

能要开过来，进入清华大学进行搜查。我

们因为要继续把守校门，就让他立刻回去

报告。不一会儿，工字厅后的大钟敲响

了！我们也接到通知，让大家赶紧去吃

饭，然后到礼堂开会。晚上七点钟左右，

又有消息传来，军队已经开出西苑兵营，

向着清华大学这边开过来。

大家并不清楚这次军队开过来是要做

什么，但预防准备工作还是要做好。经过

研究，为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把人抓走，

决定大家集中在一起躲起来。学校里能容

纳这么多人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礼

堂，另一处是体育馆。礼堂正对着学校大

门，很容易被发现，不易隐蔽，于是决定

大家都躲到体育馆去。体育馆里很宽敞，

可以并排布置三个篮球场，足以容纳全体

同学。

待大家进入体育馆后，立即派人拉掉

了全校的总电闸，整个校园即陷入一片黑

暗。这么大的清华园，房屋又多，除了教

学用的房屋，宿舍楼就有五座，男生楼四

座，女生楼一座。不熟悉的人在黑暗中乱

找，真像大海捞针，不知到哪里去找人。

清华大学游行队伍攻打西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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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和警察进入学校后，只能摸索搜

查。当时还有意在宿舍中留下少数同学，

他们故意跑到宿舍的四层楼顶上大声说

话。军警们听到说话声，小心翼翼摸索着

爬到楼上，一看却没有几个人，一查还都

是学生。问学生们其他人在哪里，也是一

问三不知。军警们一无所获，这几个同学

也安然无事。

我和同学们都悄悄地坐在体育馆里，

好几次听到外面有人说着话走过去。大家

在里面虽然挺紧张，但都屏息不动。如此

在黑暗中捉迷藏，至少经过了五六个小

时，后来军警们才想到应该开灯，又费尽

周折找到总电闸开了灯。

体育馆直接通外面有两个门，分别在

南北两侧。不知哪一个家伙先摸了进来，

一开灯发现馆内地板上坐满了人。只听他

一声大叫：“全在这里呐！”顿时，体育

馆外叫喊声、跑步声响成一片。一个团

的士兵警察以及便衣特务随即全集中到了

这里。军警特务们冲进体育馆，士兵们持

枪对着手无寸铁的我们，枪栓拉得“哗啦

哗啦”作响，警察、特务气势汹汹地叫嚷

着。事发突然，同学们先是一阵大乱，但

很快又静下来。大家站了起来挤作一团。

为了不让同学被抓走，我们紧紧挤在一

起，互相挽起臂膀。警察抓不出人，与学

生纠缠在一起，僵持着。后来士兵又上前

抓人，到底是士兵比警察有力气，他们采

取两个士兵架住一个学生的办法，生拖硬

拉地拽起人来，然后再架到门口挨个问姓

名，并拿着学生名录，一个一个地盘问核

对。姓名与名录对得上便放掉，看来这次

军警特务们抓人是有目标的。

被架出来的学生越来越多，排成一

队，队伍从体育馆门口一直排到馆中间。

不久，我也被拖着架出来。排队到了门口

时，有三四个特务在翻学生名录。问我姓

名，我说了，可他们翻了半天竟然没找

到。又来问我一遍姓名，才总算在名录中

找到了我的名字。这样，我也被放了出

来。此时已是1936年元旦凌晨四时左右，

可完成核对的同学还只有三分之一。

时间越拖越久，据后面出来的同学

说，最后是军队的那个团长等不急，对警

察发了火。士兵们也不管架人了，只剩下

几个警察和便衣特务进行查对，更是进展

缓慢。后来才知道，这些士兵是驻西苑的

二十九军的一个团，该团原定元旦上午九

点钟去参加阅兵，他们应该七点钟回营房

开饭。假如按当下的速度挨个检查，不但

赶不上开饭，恐怕连检阅也无法参加，所

以团长匆匆集合士兵撤离了清华园。军队

一撤，警察、特务顿时慌了神，他们不敢

久留，只好把体育馆里面还没有核查的人

也全放了。

警察们灰溜溜地走了，大家都出来

了，也没有人遭到逮捕，紧张之余的轻松

让人感到很快活。这一次反抓捕的成功，

在于提前得到情报，事先有所组织，有了

充分的准备。这样使我们再次粉碎了敌人

的突袭与抓捕。此外，同学们坚定地相信

我们的抗日爱国行动没有错，这种勇气使

大家团结一致，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同时，在对付军警们的过程中也没有给对

方以任何在校园内抓人的口实和机会。

既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又没有造成任何

损失。

“一二·九”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已经

过去60多年了，很多细节也随着时间而变

得模糊起来，这里仅仅记录下我在清华大

学亲身参与和经历的一些片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