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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是“动员全民

族抗战”的一二九运动爆发 80周年。爆发于 1935年年底的一二九运动，是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救亡运动。它从 1935年秋季开始酝酿，

于 1935 年 12 月集中爆发，并于 1936 年扩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它的鼓

舞下，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从学校走上了抗战前线。毛泽东主席评价它“准备了

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在这场运动中，北师大

师生勇敢地走在了前列，成为青年学生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先锋力量。 

华北危机引发的抗日救亡情绪。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有着特定的背景。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全境和热河，又通过《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

协定》，图谋以“华北五省自治”的名义制造“第二个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

征服中国”的战略野心暴露无遗,华北面临严重危机。“久为居中驭外之政治中心”

的北平成为中日矛盾的重要集结点、打响战争的桥头堡，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日军

的威胁。国民政府当局却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心态，不断妥协退让只求苟安。

北平的学子们发出滴血的声音，“敌人更聪明了, 竟不血刃的得了华北二省。他

们得寸进尺的野心, 固不足异, 但我们政府的含垢忍辱, 何一至于此? 政府当

局及学校当局屡次谆谆告诫, 要学生安心读书, 但是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

掠过, 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 机关枪不断的响着在打靶。

这一颗颗的子弹, 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的难过。先生, 我们能念书吗? ”

对日的强烈仇恨、对政府的愈加不满，日积月累，就像巨大的地底火山，只待一

个出口，就会喷涌而出。  

水灾赈济会与学生自治会的成立。一二九运动的发动，不能不提及水灾赈济

会与学生自治会。1935年夏秋之间，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湖南、湖北、江

西、江苏等省暴雨成灾。因黄河决口，山东灾情最为严重，从济宁到祥嘉处处都

“只有半个树冠露出水面”，几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1935年9月，师大学生发

起成立了水灾赈济会，由雷动、曹鹏翔、曹国智、姜化邦、张万璞、杨采、武尚

仁任执行委员，与北平市各种水灾救济会相联络，“以作大规模之募捐”，得到了

同学们的拥护和相应。1935年10月，北平大中小学水灾救济会成立，北平师大等

五校当选为特种委员会委员，成为水灾救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力量。以救灾活动为

契机，北平各校的爱国进步学生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1935年11月18日，以北平

大中小学水灾救济会为基础，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宣告成

立。在中共北平临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很快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了出色作用。 

一二九请愿与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华北局势牵动着青年学生炽热的爱国之心。

1935年12月3日,新任命的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何应钦到达北平。北平学联召

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向何应钦请愿。12月9日，北平师范大学和平门外教理学

院的同学们冲出军警封锁的校门，石驸马大街文学院的同学走后门绕开军警,大

家高举“北平师范大学爱国请愿团”的横标，冒着刺骨的寒风，聚集在新华门。

中国大学、女一中、女二中、法商学院、民国学院、东北大学的请愿团也先后到

达。“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此起彼伏。大家推选师大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陈泽

云、东北大学的宋黎、中国大学的董毓华等人为代表，进新华门，期待何应钦的



接见。 

  

学生游行队伍通过新华门 游行队伍在正阳门 

 

同学们请愿的要求包括：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反对

中日问题秘密外交，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保障人民言论、集会、

出版自由；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自卫战争；不得任意逮捕人民；立即释放被

捕学生。何应钦拒不接见，群情激奋的同学们决定游行示威。队伍先是向西，在

西单遭到大刀队的阻挠和袭击，于是绕道小胡同，经西四、护国寺，在定阜大街

喊出辅仁大学的同学，向东到沙滩又叫出了北大的同学，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愈来

愈大。在王府井南口，游行队伍遭到军警的镇压，水龙的喷射落地成冰，大刀的

寒光入肉现骨，数千人的示威被打散。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

立的日子。北平学联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16日拂晓，军警包围了北平师范

大学，教理学院的同学们利用院内地势高的优势，站在墙内，向墙外的军警头上

浇开水，抛砖头，军警被迫退向马路东边，同学们趁势冲出了校门。文学院的同

学，采取化整为零然后再聚零为整的办法，巧妙地迂回到天桥。示威游行的队伍

声势浩大，在前门外大街鱼贯而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在前门车站广场举行

的市民大会上,师大学生阎世臣被推为大会主席，他站在自行车拼在一起的主席

台上，激昂慷慨地发表讲话。 

 
1935年12月16日，数学系学生阎世臣在前门民众大会上演讲 



会上通过了三点决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通电全国和全世界，誓死反对

“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卖国外交，否认广田三原则。晚九点，当示威队伍走

到菜市口附近时，预先埋伏下的军警，熄灭了路灯，堵死了通路，用皮鞭、木棍、

枪托和大刀，对同学们大打出手。在一个小胡同里，军警就堵截了三百多人。在

这次暴行中，师大有60余人受伤，其中20多人伤势严重，是受伤人数最多的学校。

亲眼目睹游行示威场面的斯诺写道：“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

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 无论是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来说, 都是如此。” 

北京的示威举动被全世界报纸用大标题登出, 在几天时间里, 青年团体在天津、

上海、汉口、广州等所有大城市雨后春笋般出现，抗日救亡的火种在全国点燃。 

 

南下扩大宣传团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5

年 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平津学联在党的号召下，

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宣传联合抗

日。师大学生姜文彬担任了宣传团的副总指挥，

师大 32名同学参加了宣传工作。1936年 1月 3

日起，他们夜穿丰台，绕过南苑，经过黄村，

沿途演讲、唱歌、演戏、散发传单，进行家庭

访问，步行 100 多公里到达辛立庄。他们不仅

同农民广泛接触，还帮助农民组织救国会。1

月 21日，宣传团在保定同仁中学召开队员大会，

商议将宣传团变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师大同

学曹国智提议改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师大

学生杜书田草拟的大会发言提纲中，明确提出 

“发动全民抗日，争取民族解放，是青年人的

历史使命”的倡议。师大同学的意见被中共北平市委所采纳。 

 

 
1936年元旦，北平学生组成南下宣传团赴农村宣传抗日，体育系学生姜文彬任副总指挥 

 

 

南下宣传路线图 



1936 年 2 月 1 日，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师大文学院召开团员代表大会，正式

宣告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立。大会决定，设立总队部为民先队领导机构，

师大学生敖白枫任总队长,王仁忱任宣传部长。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

领导下，民先队迅速扩大，天津、陕西、武汉、广州、成都、济南、上海等地相

继成立分部，到七七事变时，民先队已有队员 2万多人，成为党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得力助手。在民先队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先进知识分

子走向抗日救亡的前线。民先队成

立后，师大迅速建立了分队，阎世

臣、李国耀、王文彬、丁发善、郭

庆云、苏镜等先后担任过队长，“七

七”事变时，全校队员人数达 150

多人。与此同时，师大学生还积极

参加了其他方面的工作，王振华担

任北平妇女救国会宣传部长，曹国

智担任北平妇女救国会党团书记，

杨采成为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

员成员，以不同形式为团结和发动

抗日力量做出了贡献。 

 

樱桃沟军事训练与联络二十九军。随着华北危机的加剧，一二九运动也在一

步步走向深入，青年学生由最初的注重“影响”和“劝谏”当局，发展为“唤起

民众”和“争取广泛支持”的责任担当，并在战争迫近、危局日亟的后来，表现

出了前线服务、投笔从戎的牺牲精神。成立后的民先队开展了许多活动，如组织

读书会、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举办座谈会、演讲会；提倡学习军事书籍和知识，

参加军事训练。师大民先分队队员的活动异常活跃，他们在校内组织了 200对人

的攻防演习。“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这样的歌

声常常在同学们中响起。1936 年暑期，民先队在西山樱桃沟露营，在红军干部

袁也烈和朱明的指导下，练习行军和操练，学习游击战，师大学生姜文彬担任了

露营司令官。1936 年 11 月 13 日，日军轰炸平地泉，并进犯绥远，当地驻军傅

作义率部还击，击溃了敌伪军。师大同学发起募捐劳军活动，以示声援，筹谋

600多元并派代表到前线慰问抗战官兵。1936 年 12月 12日，为抗议国民党当局

逮捕抗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

良，师大同学参加了“一二一二”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同学们喊出了“拥护二

十九军保卫冀察”的口号，营造了联合抗战的气氛。历史有巧合的机缘，也正是

这一天，西安事变爆发，张、杨对蒋介石进行了兵谏，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行动

由此发生根本的转折，“联合抗战”“一致对外”成为影响时局的舆论主流。1937

年暑假，师大学生到西苑二十九军军营，一方面学习军事技术，准备应变；一方

面表达支持抗战的志愿，激励抗战必胜的士气。在这次活动中，姜文彬同学担任

学生军训队长，林一山同学担任军训队党团书记。他们和官兵打成一片，一同打

球一同训练，表现了同仇敌忾的团结精神、谈心交心的军民情谊。正是在军训期

间，日本军队再次以无理的借口挑衅国人的底线，然而，挑衅不再有“九一八”

式的退缩，日军的开火和进攻，引来的是二十九军的奋起还击，全面抗日战争由

此打响，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七七事变”。在中华民族身死存亡的重大关头，同

学们纷纷要求走上前线，踊跃要求从事后勤服务，成为二十九军抗日行动的直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http://baike.haosou.com/doc/6509726.html


支持力量。 

党支部和方向引领和组织发动作用。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

展的。这个时期，由于北平的党组织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师大党支部的实际行动

鲜见于媒体报道和公开活动。后来的挖掘为我们呈现了一些片段。1935 年春天，

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师大建立分会，曾为师大党支部书记的

周小舟是该组织北平区的主要负责人，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师大骨干人物敖白枫、

武尚仁等都是民卫会的成员，北平学联的主要负责人姚依林、黄敬等也都参加了

民卫会的工作，他们主要通过周小舟同志与党发展联系，并由周作为介绍人加入

了党组织。1935年 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

言），中共北师大支部设法在学生的洗脸房、图书馆的报架上散发，许多同学借

此了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战线。1935 年 12 月 27 日，共青团中

央向全国学生发出“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士兵中去，到游击战争中去，

到民间去”的号召，陈泽云、林一山、王仁忱、敖白枫、曹国智、杜书田等作为

师大的党团员，在师大的南下宣传和民先分队活动中发挥了组织和领导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一二九运动时期，师大的党支部书记先是王仁忱，1936年 4

月由林一山继任。随后师大党支部扩大为中心支部，下属文学院支部、教理学院

支部以及其他几个大中学校支部，林一山仍为书记。1937 年 4 月，林一山作为

北平地区代表到延安参加全国白区工作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师大的共产党员、

民先队员和爱国师生们，数以百计奔赴抗日战场，参加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

民族解放战争，张郁光、张仁槐、王文彬、蒋弼、姜化邦等同学英勇牺牲。 

仅以本文纪念一二九运动时期为抗日救亡做出贡献的北师大的先辈们！ 

 

 

一二九时期北师大抗日救亡大事记 

白媛整理 
 

1935 年 8 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师

大地下党支部秘密散发，同学们及时进行了传阅。 

1935 年 9 月 23 日  师大水灾赈济会成立大会召开，议决组织游艺大会募款，并决

定参加北平市各界水灾救济会。大会选出雷动、曹鹏翔、曹国智、姜化邦、张万

璞、杨采、武尚仁等七人为执委。陈泽云、贡莘田、杜书田、赵加均、王仁忱等

五人为监委。 

1935 年 11 月 1 日  师大、清华、燕京等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为抗日救国争

自由宣言》。 

1935 年 12 月 6 日  师大和燕京、清华、东大、女一中等校发表《北平十五校大中

学校通电》，提出四项要求：“一、誓死反对防共自治，请政府立即下令讨伐叛逆

殷汝耕！二、请政府宣布对敌外交政策！三、请政府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四、请

政府切实解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 

1935 年 12 月 9 日  师大学生赴新华门请愿，请愿书要求：一、反对华北自治组织；

二、反对秘密外交！三、保证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四、停止一切内战！五、停

止非法逮捕！六、立即释放请愿被捕学生！新华门前集会的学校有师大、东大、

中大、民国学院、女一中等，大会选出陈泽云、宋黎、董毓华为代表。请愿不成，

即经西单、护国寺、地安门、沙滩、王府井举行游行示威，沿途喊出辅仁、北大



等校爱国学生参加。示威学生遭到军警镇压。 

1935 年 12 月 14 日  师大学生自治会代表大会发表罢课宣言，声明：“一、反对

任何变象的脱离中央的‘自治组织’！二、唤起全国民众、严厉督促政府立即出

兵讨逆，并对日宣战！要求政府绝对允许人民的爱国运动自由！” 

1935 年 12 月 16 日  师大学生自治会发表紧急通告：“今日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成

立之日，除继续罢课外，并希全体同学闻钟声齐集二门，恭向国旗，俯首默念，

沉痛致哀。”师大学生 500 余人冲破军警包围，参加“一二·一六”市民大会和

示威游行。闫世臣在前门车站广场市民大会上作为大会主席发表演说。游行队伍

在宣外大街惨遭军警镇压，师大学生被打伤 60余人。 

1936 年 1月 3日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出发。师大为二团，参加的学生有：

姜文彬、陈泽云、敖白枫、曹国智、闫世臣、刘正一、杜书田、王仁忱、朱安恕、

董愚韧、杨连英、丑泽兰、张修义、徐骏、李国耀、陈振杞、陈章序等 30余人。

姜文彬为宣传团副总指挥，敖白枫系宣传团党员成员。 

1936 年 1月 13日  扩大宣传团（第二团）在新立庄小学被冀察政务委员会侦缉

队包围。侦缉队荷枪实弹把守至深夜，80 余名同学乘其精神松懈，迅速逃出。

侦缉队发觉时仅余 27 人，用绳索一一捆绑押送回平。冲出同学行 50 里于翌日晨

抵孔家码头与第一团会合。 

1936 年 1月 27日  南下宣传团一、二团在同仁中学召开全体大会，讨论将南下

宣传团改为永久性组织，师大曹国智提议称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师大学生

曹国智和刘正谊在发言中阐述了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意义和青年的历史使命。 

1936年 2月 1日  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师大文学院开会成立，师大敖白枫任队长，

王仁忱任宣传部长，会上还制订了工作纲领和有关组织工作的文件，并发表宣言。 

1936 年 3月 36日  师大学生自治会刊物《师大学生》创刊。创刊号发表了十三

篇文章，其中有秋虹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学生运动》、无明的《南下宣传与

学生运动》、不名的《民族解放的时代意义》、至平的《新文字运动与民族解放运

动》、《对于本校学生会过去工作的批判》等等。 

1936 年 5月 17日  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师大召开代表大会，讨论“政治纲领”、“组

织大纲”和“联合战线问题”。 

1936 年 5月 31日  为响应天津“五·二八”游行，师大罢课三日，学生会决定

在此期间：一、组织旅行团，赴各地宣传；二、请校外教授讲演；三、每日下午

七时，举行时事座谈，昨日题为“五卅纪念与中华民族”，今日题为“华北走私

问题”；明日题为“停课三日之总检讨”。 

1936 年 6月 3日  师大学生自治会康乐股组织“大众歌咏团”，教唱《义勇军进

行曲》、《毕业歌》、《伏尔加船夫曲》、《中华青年歌》、《赴战》等。 

1936 年 6 月 12 日  师大学生自治会在风雨操场召开全体大会，由雷动任主席，

讨论接收学联三大议案：一、近日天津有汉奸以谋暴动，平市学生应谋制止；二、

西南出兵，如为真正抗日，竭诚欢迎；如为内战，则反对；三、响应上海学联，

发起全国学联。 

1936 年 7月 10日—23 日  民先队和学联在香山卧佛寺、老虎洞、樱桃沟举办夏

令营。每期一周，共举行了两期。夏令营主要活动是每天学习军事，练习爬山，

进行游击战和野战演习，由红军干部袁也烈和朱明指导军事训练。期间，还举办

了时事讨论会、生活检讨会、救亡路线讨论会和文艺演出会等，邀请张申府、马

叙伦、吴承仕等进步教授讲演。师大同学参加了第一期，姜文彬担任露营司令官。 

1936 年 11 月 14 日  师大学生为援助绥远将士，发起募捐运动。募捐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决议，派代表联络教师发起捐薪慰劳。学生发起停炉火一周活动，以节

余之款，慰劳绥东将士，签名者达 400余人。 

1937年 4月 25日  师大党支部书记林一山，前往陕北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是

北平党组织参加全国白区工作会议的四个代表之一。 

1937 年 7 月 5 日  师大二年级学生到西苑二十九军军营参加军事训练，姜文彬

为学生队长，林一山为党团书记。 

1937 年 7月 28日  北平沦陷，师大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其他进步同学纷纷

奔赴抗战前线或到大后方参加抗日战争和宣传工作。 

 

 

一二九时期北师大的人物谱 

魏书亮  白媛 

 

编者按： 

北师大是一二九运动的先锋力量。这个时期，北师大师生高举“抗日救亡”

的旗帜，以知识和思想为引领，以行动和贡献做标杆，成为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的有效贯彻力量和得力工作助手。这个时期的北师大师生中，涌现出了一批

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张郁光、张仁槐、王文彬、蒋

弼、姜化邦，他们的名字至今为人铭记。从这个时期的北师大师生中，也涌现出

了一批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领导干部——杨秀峰、

周小舟、林一山、杜润生、陈泽云、张连奎、敖白枫、曹国智、杜书田、王仁忱 、

马子卿、张越、杨清华等，他们的业绩至今仍为我们称道。我们择其要者，对他

们做代表性的介绍。 

     红色教授、爱国导师杨秀峰：杨秀峰（1897—

1983）。1916 年至 1921 年，在北京高师史地部学习，

期间参加五四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

身于党的事业，先后担任中学教师、大学教授、边区

行政学院院长、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等教育部部

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全国委员

会副主席等职。一二九时期，杨秀峰同志主要在平津

文化教育界上层人士中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从 1935 年至 1937 年春，他回到母校历史系讲授《法

国革命史》、《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最近世史》，公

开讲授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抨击国民

党“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他的讲演有史有论，

使学生耳目一新、深受启发，同学们都愿意接近他，尊称他为红色教授、爱国导

师。 

 



     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周小舟（1912—1966）。

1931 年至 1935 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学习。曾先

后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冀中区党的宣传部长，察哈

尔五地委书记。解放后长期在湖南工作，先后担任湖南

省委宣传部长，湘西区委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

小舟同志 1935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北平武

装自卫会宣传部长，并兼任师大党支部书记。1935年秋

成立的北平大中小学水灾救济会，主要以民族武装自卫

会为基础，而北平学联又是在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成立

的。1935年 11月，中共北平临委成立，谷景生为书记，

彭涛负责组织，周小舟负责宣传，成为北平一二九运动

的领导核心。1936 年，他受党中央的委派，多次往返于平津宁沪之间，从事发

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秘密联系工作，并多次到太原、张家口、济南等地，就联

合抗日与国民党军阀谈判。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够轰轰烈烈地开展，与周小舟同

志的贡献密不可分。 

    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并以文章著称

的陈泽云:陈泽云，又名于刚（1914—

1994）。1934 年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

学习,193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新华日报社经理，政务院参事、周恩

来总理办公室秘书、国家人事部办公厅

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全国政

协文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第五届全国

政协委员。一二九时期，陈泽云同志被

推举为北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师大

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师大的爱国学

生不仅在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中冲锋在前，而在思想理论的宣传方面也有着不凡的

声响，陈泽云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他用“于刚”作笔名，仅 1937 年就在

《北平晨报》、《北平新报》、《北方青年》等报刊上，连续发表 20 余篇文章，像

如“学生运动中的青年病”“与王芸生先生谈青年政治思想”“新启蒙运动与青年”

“民族气节与赴死决心”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与建国的关系、破坏抗

日救亡运动的倾向和阴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学生的诉求等问题，做了报

道、揭露和阐释，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思想引领、政策宣讲和针砭时弊的

作用。 

     教联执委、抗日烈士张郁光：张郁光（1905—1938）。

1923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27 年参加北伐军，

1932 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1934 年回国后在母校任教。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二九时期，他被选为“北平

教师救国联合会”执委，期间，他不仅组织左派教授写

文章支援爱国救亡运动，还与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发起“新

启蒙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流亡济南，在第三集

团军政训处任教。同年 11 月，到聊城协助范筑先抗战，

被委任为少将参议。1938 年 5 月，任鲁西北政治干部学

校副校长，主持校务并亲自讲课，为鲁西北培养了大批

 

 



党政军领导干部。1938 年 11 月 14 日，日军进犯聊城， 700 位守城健儿全部英

勇殉国，张郁光等 7 人赤膊与敌巷战,坚持到最后,被日寇残杀，和范筑先、姚第

鸿一起被誉为“华北抗日三烈士”,其殉国之日被定为“华北抗战纪念日”。 

    师大地下党中心支部书记林一山：林一山（1911—

2007）。1936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

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长江水利委员

会主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葛洲坝工程技术委

员会主任、水利部顾问。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毛

泽东同志称为“红色专家”“长江王”。1935 年 9月，林

一山进入北平师范大学读书。一二九时期，先后任师大

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心支部书记，在上级党组织和师大

学生运动之间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1937 年 4月，因

师大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突出工作，林一山同志作为北

平党组织的四个代表之一，前往陕北参加全国党代表会

议。“七·七”事变后，受中共北方局和山东省委派遣，

林一山回到胶东，开展武装起义和统战工作。1938 年先后担任胶东军政委员会

主席兼“三军”总指挥，胶东区党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和统战部长，并在随后的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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