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二九”运动前北平地下党的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和热河之后，罪恶的铁蹄又践踏察东和冀东，

威逼天津、北平。在这华北危机，民族危难的时刻，1935 年 12 月 9日，北平爆

发了抗日救亡运动，瞬息之间，抗日的洪流席卷全国，发展成全民族的抗日爱国

运动。 

有人说这一伟大爱国运动是学生们自发搞起来的，事实证明，它既不是自发

的，也不是由个别共产党员自己搞起来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北平党组织领导下

发动起来的，它是党在艰苦的白色恐怖下，从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长期工作

的结果。 

一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到重大破坏，党团员横

遭镇压。但共产党员前仆后继，坚持不懈地进行战斗，新的党组织又相继建立

起来。1934 年底，王健（王学明）和彭涛把各自联系的党团员合在一起，约有

十几个人，他们相约一边寻找党的组织，一边开展工作，着手恢复党团组织。

王健负责与上级联系，彭涛负责恢复共青团，谷峰（谷景生）负责恢复“左

联”和“文总”等群众组织。1935 年春，王健与新建立的北平市委取得了联

系，恢复了组织关系，市委肯定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决定由王健等组织共青

团北平市委。 

5月下旬，北平市委又遭大破坏，书记许子云和党团员三十四人被捕。团

市委和彭涛联系的一部分同志得以幸免。这期间，朱子贞（冷楚）、梁寒冰等联

络的一部分党员也与王健建立了联系。 

6、7月间，王健与中共河北省委取得联系，省委指定他和彭涛、杨子英组

成“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王任书记，彭为宣传部长，杨为组织部长，9月

朱子贞接任组织部长。在工委领导下的有共青团和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

人杨子英、周小舟、朱子贞）及“左联”与“文总”（负责人谷峰）。 

这期间，根据上级党的精神，北平市工委决定大力发展群众性爱国组织—

—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通过该会重新组织被国民党摧残的革命力量。 

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是 1934 年 4 月 20日由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

李杜等 1779 人签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系由我党起草制定），

呼吁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实行武装自卫，宣布成立“中华民族

武装自卫会筹备会”后，于同年 5月正式成立的。在成立后的三个月里，就有

三十万各界人士签名赞成它的纲领，并加入该会。很快，各地（包括海外华

侨）先后成立了分会。8 月 20日，华北分会成立，并发表《告华北同胞书》。 



是年 7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以下简称武卫会）发表《反日宣言》指

出：中国民众，除了抗日，再无出路。号召中国人民丢掉对国民党的幻想，排

除一切对日作战的障碍，团结起来，结成反日统一战线，在民族自卫旗帜下武

装自己，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成立使一切爱国者为之精神振奋。但

在爱国有罪，冤狱遍地的国统区，武卫会一成立便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和破坏，

不得不转入地下。 

1935 年 5月，北平武卫会正式成立，杨子英任书记，周小舟任宣传部长，

朱子贞为组织部长，后接任书记。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使华北有重蹈东北覆辙的危险，广大爱

国学生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悲愤已极。在他们为祖国的命运而焦虑，急切寻

求救国道路的时候，武卫会纲领和宣言的发表，使那些在苦闷中彷徨的青年看

到了希望。 

经过深入的宣传发动，1935 年秋，武卫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大

中学校学生中发展较快。周小舟负责在大学开展工作，清华大学、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平大法商学院等校相继建立了武卫会组织，

一批爱国学生加入了武卫会，各校都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经过斗争的锻炼，

他们都成长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如姚克广（姚依林）、牛荫冠、蒋南翔、敖白枫

（高锦明）、曹鹏翔（华诚一）、王仁忱、俞启威（黄敬）、刘文卓（刘导生）、

宋黎、郑洪轩、关山复、邹素寒（邹鲁风）、董毓华、甘一飞、王大钧、裴梦飞

等。他们当中，有的已是党团员，有的是失去联系的党团员找到了组织，有的

是新参加党团组织的。 

在中学里，女一中、镜湖中学、师大女附中、女二中等校武卫会组织比较

活跃，许多进步学生加入了武卫会，也出现了一批活动分子，如郭桂英（郭明

秋）、杨彤、邵清华、孙敬文、高慧如等，他们先后参加了党团组织，在学生中

发挥了骨干先锋作用。女一中教师中进步力量比较强，在孙荪荃的影响下，他

们积极支持学生救亡运动，使得女一中成为建立学生自治会极少数学校之一。 

长期以来，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解散了北平的抗日

团体，各校学生自治会被取缔。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级党组织指示：运用最

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争取公开活动，摒弃狭隘的关门主义，只要赞成与拥护

抗日，都使之团结在武卫会的周围，推动群众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1935 年 7、8 月间，暴雨成灾，黄河泛滥，成千上万的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彭涛、周小舟根据上级指示，在西山一个法国人的别墅里召集武卫会骨干会议，

参加者有姚克广和俞启威等，决定以各校武卫会为核心，组织水灾救济会，开展

救灾活动，争取合法化，以灰色团体掩护党的组织。会后，各校纷纷成立了水灾



救济会。9月，各校代表在女一中开会，正式成立“北平大中学校水灾救济会”，

选举吴闺箴为主席，姚克广为记录。事后到当局备案，取得了合法地位。募捐救

灾活动，得到了市民的同情和支持。 

武卫会的活动得到迅速发展，党组织通过它做了几项工作：（1）扩大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把爱国青年吸引到武卫会周围；（2）发展会员，建立了抗日救亡运

动的基本队伍，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骨干；（3）推动了各校学生自治会的恢复和建

立。总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武卫会在学校中迅速发展和水灾救济会的建立，

聚集了一批进步力量，为“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做了组织上的准备，打下了广泛

的群众基础。 

二 

当时，在北平、天津的一些大学里，有几位在中共河北省委直接领导下的

共产党员和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研究的学者及进步的教授，冒着坐牢和解

聘的危险，在大学的讲台上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如黄

松龄、陈豹隐（陈启修）、王慎明（王思华）、许德珩、吕振羽（吕一清）、徐

冰、温健公、张申府、阮慕韩、谭丕模、齐燕铭等等。 

应该特别加以介绍的是： 

李达（李鹤鸣），在平大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和朝阳学院任教，开设了社会

发展史、货币学和社会学等课程，其内容均是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

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明确表示，他是为了帮助革命战士，用科学的宇宙观和

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去认识社会现象，借以指导实践。他在《社会学大

纲》中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人，必须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全国人民要一

致団结起来，准备民族奋斗，以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 

杨秀峰（杨秀林），在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和天津河北法商学院

任教，讲授法俄革命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六、七门课程，

他的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每次讲课，教室里都坐满了人，甚至窗外都站满了

听讲的学生。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启发引导学生从事救国活动，团结同

事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吴承仕，以研究经学著称，这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创办进步刊物《文史》与《盍旦》，宣传马克思主

义，评论时局，抨击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批判“读书救

国论”，呼吁当局给人民抗日之自由，在青年学生中发生了深刻影响。在他担任

系主任的中国大学国学系，规定社会科学概论（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资本

论》为必修课，考试不及格者不准毕业。一九三六年，他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进步教授当中，如徐冰、杨秀峰、黄松龄、温健公、阮慕韩等均系中国

党员，他们利用教授的公开身份，在北平天津文化教育界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工作，团结了一批学者教授，进步教授们较早看到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和中

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亡告全体同胞书》。他们多次开会研究发动救国运

动，并且分工联系各大学，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三 

在局势日益严重，华北危在旦夕的关头，周小舟、彭涛等通过不同的途径

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

告和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他们根据建立民

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在党内提出了团结各种抗日力量，与国民党进行合法斗

争，争取抗日民主自由的主张。但是这一主张却遭到中共北平工委书记王健和

朱子贞的反对，他们认为当前不是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问题，而是应组织暴

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 

彭涛、周小舟等遂写信给河北省委，申述自己的意见，王健不予转信。

彭、周等坚持以合法斗争发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张，又联名写信给河北省委，

并派杨子英到天津向省委报告。王、朱对彭、周等采取了压制打压的态度，给

他们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企图阻止他们发动抗日救亡运动。 

此时，国民党要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彭、周等人在学生中发动争取抗日民

主自由运动，向国民党要求抗日民主自由。于是，由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邀集

平津十校学生代表协商起草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十一月一日，在《大

公报》用联名电呈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形式发表，谴责国民党对外屈辱妥协，对

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要求“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这一要求抗日爱国自由的行动，表达了中国青年的强烈爱国热情和抗日自由的

渴望，得到广大学生的响应。由于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党组织赢得了主动

权。 

彭涛、周小舟等不顾压制打击，积极开展工作，团结的爱国学生愈来愈

多，一些学校陆续酝酿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将水灾救济会转变为北平大中

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学联于 11 月 18 日正式成立，选举了领导机构，

执行主席为女一中（郭桂英），秘书为清华大学（姚克广），总交通为镜湖中学

（孙敬文），总纠察为东北大学（邹素寒），总交际为燕京大学（王汝梅），宣传

为师范大学（杜书田）。北平学联办公地点设在女一中，学联党团负责人为彭

涛、周小舟、谷峰。 

与此同时，彭涛、周小舟、谷峰等积极向河北省委报告自己的意见和北平

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及他们和王、朱的分歧。又派周小舟到天津，直接向省委



做了汇报，中共河北省委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肯定了他们所进行的工作，

批准了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并且根据形势需要，撤销了北平工委，决定由谷

峰、彭涛、周小舟组成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它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和其一手制造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同时决定派李常青为省委特派

员驻北平，代表省委领导北平党的工作。 

十一月，李常青来到北平，着手整顿党的工作，他支持彭涛、周小舟等人

所从事的工作。这时正值“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夜，准备工作正紧张地进行，

形势不允许对斗争有丝毫的懈怠和犹豫，稍有贻误就会失去时机。鉴于王、朱

坚持己见，李常青遂果断决定由他自己兼任书记，直接领导各党团组织。 

中共北平党组织通过群众组织——北平学联和各校学生自治会，在青年学

生中做了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抗日救国已成为广大学生的强烈愿望，他们不

失时机点燃了抗日的怒火，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响

应，形成一个全民族的抗日浪潮。它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是前所

未有的，可谓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史上光辉范例。 

李常青、彭涛、周小舟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是这一运动的领导者

和组织者。他们能够根据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战胜了“左”倾关门主义，冲破种种阻力，组织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掀起

了全国的抗日高潮，他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他们在“一二九”运动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却鲜为人知，一是由于他

们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单线联系，不易被人所知；二是李常青和周小舟在党内

先后受到错误的打击，他们的历史功绩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我们应该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作者麻星甫、柏玉江，原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党史资料

征集通讯》，1986 年第 12 期，原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