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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20 世纪 30 年代青岛的学生运动是在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

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发生在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前后，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在日本侵略中国、全国人民强烈要求

出兵抗日而国民党政府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中华

民族面临危亡的严峻形势下，广大青年学生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在

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青岛的国立青岛大学（后

改为山东大学）以及青岛市立中学、女子中学、文德女中、礼贤中学、

铁路中学等学校的广大青年学生在中共山东省委、青岛市委及其他

各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纷纷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中去，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青岛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这

一时期青岛的学生运动是全国学生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人民革

命运动的一部分，在革命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青岛昔称胶澳，位于山东半岛西南部的胶州湾畔。1891 年，清

政府鉴于胶州湾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对于京畿防卫关系的密切，议决

在青岛建港屯兵。翌年，调登州镇总兵章高元驻防青岛，建总兵衙

门。史学家习惯以此为青岛建置之始。

19 世纪中后叶，正是世界列强纷纷扑向海外、争夺海外殖民地

之际，古老的中国瞬间成为列强口中的肥肉，被撕扯得支离破碎。

1897 年，德帝国主义派兵强占胶州湾。次年 3 月，德国强迫清政府

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强租胶州湾 99 年。不仅青岛沦为德国

的殖民地，整个山东都被划入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强占青岛后，为实现其在青岛建立远东军事基地、掠夺中

国资源的目的，大力营建青岛。从 1898 年至 1914 年的 17 年间，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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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先后投资 1 . 7 亿多马克，修建了必要的防御体系和进行经济掠夺

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在前海一带，德军先后在各山头及水陆要冲构

筑了炮台、暗堡，挖壕堑，布水雷；又先后建成了大、小港 4 个码头，

修筑了胶济铁路以及和码头、铁路相配套的工程；修建了自来水、电

力、公路、桥梁、上下水道、海岸防浪坝等市政工程；修建了总督府、

总督官邸、德华洋行、电报局、电话局、教堂、医院、学校、旅馆饭店等

一批政治、商业、文化设施；兴建了海军造船厂、胶济铁路四方工厂、

电厂及轻纺工业等一批工厂企业。经过德国 17 年的殖民建设与经

营，青岛逐渐成为一座粗具规模的近代工业海港城市。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无暇东顾，驻青岛的德军也

大部撤回本土。图谋青岛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立即通知德国，要求

德国将青岛殖民地无条件地转与日本。8 月 22 日，日本向德国宣

战。11 月 7 日，德军战败投降。日军接受了青岛行政，取代德国在

青岛的殖民统治地位。

日本强占青岛后，攫取了德国在青岛、山东的全部利益。日本

的侵略政策与德国有所不同，主要是将青岛作为经济掠夺基地和日

侨赖以生息之地。因此，日本侵略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城市的扩建

和工商业的经营上。从 1915 年至 1919 年的 5 年中，日本为城市建

设投资 620 万元，扩建面积达 1939 万平方米，城市规模比德占时扩

大了 3 倍。与此同时，日本人大量涌入。1915 年，在青岛的日本人

仅有 400 人；1922 年，这一人数达到 24132 人。

日本人在青岛经营工商业“巨细不捐，自规模最大的纺织厂，以

至极细的修缮铁工，无不捷足先登，或且占为己有”。据不完全统

计，到 1922 年末，日商资本在 50 万元以上的工厂企业有 80 余家。

青岛的纺织、印染、面粉、榨油、火柴、机械等行业至此均拥有相当规

模。港口、胶济铁路也进行了增修。1915 年青岛港口进出口货物

35 万余吨，1922 年已达 144 万余吨。胶济铁路 1912 年货运量为 85

万余吨，1922 年已达 209 万余吨。由于工商业、海路运输等方面迅

速发展，青岛已基本成为一座商贸发达的近代海港城市。

1915 年 1 月，日本借口解决山东问题，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

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屈从于日本的压力且想取得日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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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帝制支持的袁世凯几乎全部接受。1916 年，袁世凯病死，其培植

的北洋军阀分为直、皖、奉 3 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掌握了中央

政权。段政府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钵，继续投靠日本。

1919 年 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这实际是当时世界 5 强美、英、法、日、意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

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

国政府代表提出了取消外国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及势力范围、撤退外

国在中国的军队、取消《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的正义要求，却遭

到无理拒绝。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又提出战前德国

在山东攫取的各项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日本却提出：德国在胶州

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应无条件让与日

本。4 月 29—30 日，英、美、法 3 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

问题的条款时，完全接受了日本的提议。中国政府代表虽然认为

“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但仍遵照北洋政府的意旨，

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立即在中国人民中，首先在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5 月 4 日，北京 3000 多名

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二

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收回青岛主权”等口号，举行游行示

威。游行学生痛打卖国贼章宗祥，并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北

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反帝爱国运动在

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规模空

前的反帝、反军阀的五四爱国运动。

山东是响应五四运动最早的省份之一。全省迅速掀起了以济

南为中心，以声援北京学生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主要内容，以

发表通电和集会、示威游行、街头演讲、宣传和抵制日货为主要形式

的群众爱国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5 月上旬，山东各界发给北

洋军阀政府、国会、巴黎专使及各省议会、法团、社团以及巴黎和会

和美、英、法、意 4 国首脑、专使的电报就达 200 余份。

处在日本殖民者高压统治下，青岛的学校大部分是日本人主办

的，没有中国人主办的大学，中小学也屈指可数。尽管如此，青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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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中学（校址在今阳信路）的学生还是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日

本军警强行驱散游行队伍，不少爱国学生被捕，明德中学也因此被

查封。但是，爱国学生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民族精

神还是深入广大民众的心里。

6 月 3 日，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反对卖国的北洋政府，遭到

残酷镇压。6 月 5 日，上海六七万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形成了

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运动。

6 月 28 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期，旅住于巴黎的华侨、华工和

留学生包围了出使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寓所。在全国人民的

强大压力下，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在中国人民举国一致的抗争下，日本被迫放弃永久占领青岛的

野心，同意以谈判方式解决青岛及山东问题。1921 年 11 月，在美国

的倡议下，美、英、法、中、日、意、比、荷、葡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这次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和削弱日本的势力，协调各主要帝国主义国

家之间的矛盾。会议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

策的条约（草稿）》。在美英的协调下，中日代表就山东问题进行了

谈判，并于 1922 年 2 月 4 日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

约》。12 月，中日双方签订了《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和《山东悬案铁

路细目协定》，规定了日军撤退和中国政府接收青岛的确切时间。

1922 年 11 月 17 日，中国政府决定收回青岛，将其辟为商埠，设

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京政府，山东省省长熊炳琦兼任督办。

12 月 10 日，中国代表王正廷和熊炳琦、日本驻青守备军司令官由比

光卫、青岛民政署委员长秋山雅之介在日本守备军司令部举行交接

仪式，中国政府正式接收青岛。

二

五四运动不仅让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也使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

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并开始进行建党的酝酿和准备工

作。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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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山东党组织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共一大

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出现了以共产主义

为奋斗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

革命从此走上了新的征程，开始了新的历史篇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商贸发达的新兴城市青岛十分关注。

1923 年 4 月，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创始人邓恩铭受党的派遣，

到青岛筹建党团组织。8 月，邓恩铭和先期到青岛的中共党员王象

午一起，建立了青岛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青岛组，邓

恩铭任书记。与此同时，他又积极联络公立职业学校、电话局的进

步青年，引导他们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探索救国救

民的道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有计划地培养积极分子。11 月 18

日，在团中央巡视员王振翼和中共济南地委书记王尽美的考察指导

下，发展了电话局职员孙秀峰、王少文和公立职业学校学生许兴

业、李松舟、李萃之、姜秩东、郝骏夫、傅健生、李树柏、张肃甫 10 人

入团，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

在邓恩铭等人的努力下，青岛党团组织发展迅速。自 1923 年

下半年至 1925 年 2 月，先后有延伯真、郭恒祥、孙秀峰、丁菊畦、傅

书堂、纪子瑞、林礼周、赵鲁玉等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岛党组织也由

中共青岛组扩建为中共青岛独立组、中共青岛支部。1925 年 3 月，

邓恩铭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青岛已有正式党员 13 人，候补党员 11

人，建议成立青岛地委。团组织也发展迅速，至 1924 年 10 月，已有

团员 20 人，已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委。12 月，团员发展到

33 人。1925 年 3 月，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委改称“共产主义青年

团青岛地委”。

青岛党团组织的成立为青岛的群众运动确立了领导核心。

1925 年 2 月，青岛党组织领导了成立后的第一次政治大罢工———四

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全面胜利的同时，成立了青岛历史上第

一个行业系统的总工会———胶济铁路总工会。在这次大罢工胜利

的强力推动下，青岛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爆发了 3 次反日同盟大罢

工，掀起了青岛历史上第一次工运高潮。这次罢工从 1925 年 4 月

兴起，到 7 月走向低潮，历时 3 个多月，波及所有在青岛的日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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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并引起全市性的罢工、罢课、罢市。当时青岛五二九惨案与上海

五卅惨案并称为“青沪惨案”，在全国民众中激起规模空前的反帝怒

潮，成为大革命高潮到来的先声和标志。

与此同时，青岛的学生运动也逐步走向高潮。1924 年 12 月，团

青岛地委以公立职业学校的团员、进步学生为主，联络胶澳中学、礼

贤中学以及台西镇小学的数十名学生，成立了新学生社，团地委学

运委员梁德元当选为委员长。新学生社的宗旨是“联络感情，研究

学术，改进社会”，并提出“打倒国内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

口号。团地委又以西镇和东镇小学的进步学生为基础，成立了少年

学会。

新学生社和少年学会开展了一系列爱国活动，其中包括反对青

岛熊炳琦军阀政府支持曹锟贿选、反对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发

动学生组成国民会议讲演团并推动国民会议促成会在青岛成立、参

加在齐燕会馆的追悼孙中山纪念大会等。在追悼孙中山纪念大会

上，新学生社和少年学会的成员散发为孙中山先生逝世敬告青岛青

年学生的传单，会后在《中国青岛报》上发表《青岛新学生社为孙中

山先生逝世敬告青岛青年学生》的文章，号召“青岛的青年学生应联

合起全国的青年学生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共同为继承孙中山先生

的事业而努力奋斗，以达到我们最后之胜利”。

新学生社和少年学会还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宗教文化侵略的

非基督教大同盟运动，发动团员青年在上海路、普集路等街头和教

堂出口处散发反对基督教传单 3800 余张，以青岛非基督教大同盟

的名义发表宣言支持济南教会役夫的斗争。

1925 年 4 月，团青岛地委又以公立职业学校学生会、新学生社、

青岛大学学生自治会为骨干，联络青岛各大中小学校学生成立青岛

学生联合会。青岛学联在之后的反帝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岛收回后，一些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积极倡导开办青岛大

学。1924 年 5 月，青岛大学校董会成立。经数月筹备，10 月，私立

青岛大学招生开学。自此，青岛有了由中国人创办的大学，学生运

动也有了排头兵。

大康纱厂工人罢工当天，青岛大学学生就成立了后援会，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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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支援罢工，并组织学生到社会上进行宣传和募捐。五二九惨

案发生的当晚，青岛大学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声讨

反动军阀张宗昌、温树德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纱厂工人的罪行。

次日，青岛学联召开会议，20 多所学校的 50 余名代表参加，会议决

定全市学生一律罢课，印发宣言，组织宣传队、募捐队。五卅惨案发

生后，青岛大学学生又成立了沪案后援会。6 月 8 日，上万名学生上

街游行，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并作出凡属英日纸币

一律拒绝使用，凡属英日两国货物拒绝不用，尽力募捐、救济罢工工

人等决定。6 月 11 日，5000 名学生上街，臂缠黑布，手持“援助沪

潮”、“誓死力争”、“唤醒同胞”、“抵制日货”等标语，沿主要街道示

威游行，并派 20 余名代表赴上海慰问罢工工人，吊唁遇难同胞。6

月 13 日，学生组成演讲团 30 余组，每组 15 人左右，持旗在市区各

主要街道演讲募捐，募集的物品和现款一部分救济青岛失业工人，

一部分汇寄上海。6 月 16 日，17 所学校师生参加全市各界雪耻大会

与青岛国货维持会共组调查部，成立仇货调查团，到商店、码头、货

栈、仓库调查英日货物。青岛学联、沪青惨案后援会组织多支宣传

队，除在市内活动，还沿胶济铁路到高密、潍坊、青州、济南等地进行

演讲，演出《五卅血》、《投笔从戎》、《盲哑配》等剧，揭露并控诉帝国

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罪行，号召人们觉醒、投入斗争。

青年学生冲锋在前，无所畏惧，成为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和

五卅反帝运动的生力军。五卅运动后，许多学生运动骨干分子如罗

荣桓、张沈川、彭明晶等接受了共产主义理想，加入革命队伍。他们

中间有的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有的成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和军事

指挥员。

五卅运动后，由于白色恐怖严重，青岛学生运动走向低潮，直到

九一八事变爆发。

三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略中国，在中国东

北奉天（今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占领东北三

省，威逼华北。翌年 1 月 28 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制造了一·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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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事变，进犯淞沪，威胁南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

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内“围剿”红军

和苏区，搜捕、屠杀主张抗日救国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镇压抗日

民主运动；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这些举动激起了全国人民和广大

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掀起了以青年

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救亡运动。

30 年代初，以国民第 1 军总指挥韩复榘为首的军阀政客把持山

东大权。任青岛市市长的是国民党海军第 2 舰队司令沈鸿烈。九

一八事变爆发后，山东、青岛的局势随之动荡，驻青岛日本总领事馆

和日本海军武官处借口青岛《民国日报》登载朝鲜志士刺杀日本天

皇未遂新闻，向市长沈鸿烈提出抗议。尽管沈鸿烈接受了日本总领

事馆的抗议和苛刻条件，日本海军武官处还是组织了日本侨民义勇

团，配合日本军事侵略行动伺机暴动，以迅速占领青岛。当时，青岛

的街头、车站、码头到处可见成群的东北难民。在青岛的日本浪人

每天都在南沿海滨、汇泉地区及胶州路、黄台路、江苏路各处寻衅闹

事，中国青年学生与群众被日本浪人殴打的事件时有发生。为了不

给日本人找借口的理由，中国青年学生很少单独外出，即使外出也

是结伴而行，尽力避免发生纠纷。

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无力，却积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疯

狂镇压主张抗日救亡的革命志士和民众抗日运动。它动用反动军

警，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爱国群众，中共山东党团组织不

断遭到破坏，大批革命志士被捕遇害。

1931 年 4 月，山东国民党当局在济南枪杀 22 名共产党员，其中

有中共一大代表、青岛党团组织创始人邓恩铭，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刘谦初，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蓉、马恒德，青岛工运领袖李敬泉、

纪子瑞、孙守诚等。22 人中有 8 人在青岛担任过领导职务或重要工

作。8 月，国民党山东当局再次枪杀 21 名共产党员，中共青岛市委

书记颜世彬、共青团青岛市委书记尹剑华等均在其中。1933 年 8

月，国民党山东当局在济南洛口枪杀 9 名共产党员，中共青岛市委

书记李春亭、全总特派员李伟仁、共青团青岛特支书记张孟荪、中共

青岛市委秘书王清怡壮烈牺牲。从 1931 年至 1935 年间，驻青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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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届山东省委、12 届青岛市委以及 9 届共青团省、市委和众多党团

基层组织遭到破坏，数任党团省、市委主要负责人及大批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进步群众骨干遭逮捕、杀害，给党团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青岛各级党团组织屡次重建，并坚持对

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群众反日情绪越来越强烈，这里既因为党团

组织有深厚的群众斗争基础和反帝斗争经验，也有国破家亡危机在

即、民族矛盾上升、群众反日情绪高涨等原因，加上长期处在帝国主

义殖民统治下，青岛人民的反日情绪更加高涨。在此局势下，青年

学生的反日烈火一经共产党点燃，必然形成燎原之势。



第 章

成立抗日救国会　 赴南京请愿

一、青岛大学建校之初的“反甄别”罢课斗争

青岛大学学生向来具有强烈的民主团结意识和浓厚的革命斗

争精神。1930 年 6 月，国立青岛大学在原私立青岛大学校址上成

立，设文、理两院，杨振声被任命为校长。同年底，青岛大学便发生

了一场全校学生“反甄别”的罢课斗争。

1930 年秋，青岛大学开学后不久，学校当局查出了有不少学生

是用假文凭报考录取的，当即宣布：凡是用假文凭考进来的学生一

律扣压学籍，勒令退学。从公布的名单来看，被勒令退学的学生人

数相当多，因而造成群体性的不满。他们反驳说：“不论我们用的是

真文凭还是假文凭，既然考上了，就证明我们具备入学的资格，不应

当被开除。”学生们与校方几经交涉，希望学校收回成命，但都无果

而终。

当时在被青岛大学录取的学生中，有少数党团员在中学曾参加

过反对国民党军阀混战的革命斗争，他们带着革命激情考入青岛大

学，遇到学校当局开除假文凭同学的事件后，立刻表现出强烈的反

抗精神。当时青岛大学虽有少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但因在白色

恐怖下转办组织关系颇费周折，所以此时青岛大学尚未成立党团组

织。因此，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只凭革命热情和过去的斗争经验仓促

应战，发动学生成立了学生会，并建议用罢课斗争的方式逼迫学校

当局“收回成命”。

罢课的提议在全校学生大会上顺利通过。为维持罢课斗争秩

序，学生会又专门组织了纠察队。罢课以后，学生代表同学校当局

交涉，但校方态度极其蛮横，答复说：“不罢课还可以商量（其实并无

商量余地），一罢课就更得开除了。”校方暗中唆使部分落后学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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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护校团，企图离间学生。罢课后的一天，纠察队队员听说教室楼

里护校团的人正在拉拢学生到楼上上课，就手持齐眉棍赶去制止。

当纠察队队员走到西教室楼正中北门里的楼梯前时，就看见护校团

的人带着几个同学正要上楼。纠察队队员把齐眉棍一横，阻拦说：

“都罢课了，上楼干什么去？”护校团的人又羞又怒地说：“我愿意上

楼就上楼，你们管得着吗？”纠察队队员们解释说：“全体同学开会通

过的罢课决议，不许任何人自动上课，你们最好不要上教室楼。”护

校团的人脸红脖子粗地故意大声张扬说：“怎么，你们纠察队用武力

国立山东大学原貌

干涉我们的自由，侵犯我们的人权吗？”纠察队队员又解释说：“罢课

是全体同学的议决案，我们纠察队是执行全体同学的意志，不许任何

人破坏！”护校团的人诬蔑说：“什么全体通过，完全是少数人强奸民

意，不民主，我不承认，我就要上课！”纠察队队员们被激怒了，把齐眉

棍用力一顿说：“全体同学通过的议决案，怎么不民主？！你有意见可

以拿到大会上去讨论啊。我们纠察队今天就要执行大会的议决案，

不许任何人上楼复课！不许任何人破坏罢课斗争！”那家伙吓得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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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接着又用更高的嗓门叫嚷说：“纠察队用武力压迫人，侵犯我们

的自由！我们要求学校当局保障我们的民主权利！”在当时，抽象的

“自由”、“民主”等字眼，在新月派统治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

他一煽动，身后边的几个准备上楼复课的同学也大声嚷嚷起来。于

是，纠察队与护校团在楼梯前形成了对峙局面。这时，教务长张道藩

忽然出现在二层楼的楼梯口上，他把身子趴在栏杆上向楼下问：“怎

么回事？”楼下护校团的学生故作委屈状，回答说：“我们要上楼复课，

纠察队用棍子侵犯我们的自由！”张道藩听后把脸一横，立刻叫嚣起

来：“啊，共产党要暴动！这还了得！打电话叫警察保安队来！”

当时，纠察队的同学以为张道藩是说大话、吓唬人。可是不一会

儿工夫，窗外即传来了跑步声。纠察队的同学们到院里一看，国民党

警察保安队已经跑步赶到，正在展开队形准备包围各校舍。同学们

措手不及、应付无策，只好各自离开。

警察严密包围了各校舍之后，校长杨振声、教务长张道藩及全校

教职员工出现在西宿舍大楼门前，并立即张贴布告开除学生 60 多名

（第一期全校学校 126 名，被开除者约占全校学生半数）。接着训育

员就勒令被开除的学生“立即出校”。找不到本人，就由工友收拾衣

物，先把行李“驱逐出境”。有的行李来不及从楼门送出，就从楼上往

下扔。

被开除的学生中，有的是用假文凭入学的，有的是用真文凭入学

的；有的是罢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有的本来并不赞成罢课却被冤枉

了。作为斗争骨干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几乎都在被开除的名单

中。反动学校当局开除大批学生的借口是“共产党武装暴动”。所谓

“共产党武装暴动”，指的是楼梯口纠察队与护校团的那一场争吵。

这就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所谓“自由”、“民主”不过是句骗人的鬼话

而已。这次罢课斗争被镇压下去后，白色恐怖笼罩了青岛大学。

青岛大学建校之初的“反甄别”罢课斗争作为青岛大学学生的第

一次罢课斗争，虽然受到挫折，却为后来发展更大规模的抗日救国学

生运动和罢课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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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抗日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在青岛各校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青岛

学生与全国各地学生一样，在事变发生后很快便行动起来。学生们

要求当局出兵对日宣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参

加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参军参战，抗击日本侵略军。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曾一度下达《学生义勇军纲领》，要求

各地切实执行。《学生义勇军纲领》中指出：“日本在数十年来肆行

横暴，先占琉球，后并高丽，夺我台湾，占我澎湖，更逞野心侵我东

土。今乃乘我内乱未平、天灾突起、全国人民创巨痛深之日，出兵辽

宁掠城数十，占地千里，残酷暴虐，亘古罕闻。此不仅为国家之奇

辱，实为民族生死存亡之关键，我国民当此危局，务须人人奋发，一

心同体下雪耻之决心，坚救国之志气而国家基础民众生命所寄之。

青年其责任则尤为重大，必有强国之团结、切实之训练、继续不断之

努力，而后能达雪耻救国之目的。兹特制定义勇军教育纲领九条颁

行全国，所望全体教员学生痛自淬厉下卧薪尝胆之决心，作举国同

仇之团结，切实努力，继续奋斗，国脉民命所托在此矣。第一条，全

国高中以上各学校一律组织青年义勇军，初中以下各学校一律组织

童子义勇军，实施军事训练，宣誓信奉三民主义振兴中华民族，矢忠

矢信雪耻救国……”

但是，国民政府很快便出尔反尔，停止了行动，要求“对外力持

镇静”。10 月 19 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发布布告，要求各界镇

静。布告内容如下：“查自东北事件以来，迭奉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

电令，饬以力持镇静，听候中央依法解决，自应遵照办理。当此危急

存亡之秋，本主席统辖军民二政，负有守土保民之责，惩前毖后，早

具有爱国爱民之决心，总期转危为安，以达到最后和平胜利之目的。

区区此心，当为吾鲁父老兄弟之所共见，至于救亡图存，本属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然爱国虽具热忱，办事须持大体，若徒为无裨益之宣

传，适滋纠纷，且恐地方治安受其影响。本主席职责所在，只知为吾

鲁大多数人民维持安宁秩序，保护生命财产，决不愿少数人之举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