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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离休干部、原北京联合
大学外国语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程璧同
志，因病于2024年6月20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100岁。
程璧（曾用名：张文玉），1924年5

月出生，山东济宁人，1944年7月参加革
命工作，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
后在河北省阜平县华北城工部工作，在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学习，同时从事地下工
作。1948年12月至1980年6月期间，任北
京六区区委会妇女工作组组长，北京七区
区委会组织部干事，北京东城区委宣传
部、教育部副部长，北京东城第25中学党
支部书记，北京外语学校党总支书记。
1980年7月起任北京联合大学外国语师范
学院（后并入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
记、顾问。1986年11月离休。

1924年5月29日，程璧出生在山东省

济宁县城的一个书香家庭，她的父亲曾担

任过中华民国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家庭条

件十分优渥，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曾

程璧学长

向党一生  永葆初心

经在北平笃志小学、青岛女一中、北平师

大女附中就读小学、中学。

踏上去解放区的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被日本

占领，城内飘起日本的“太阳旗”，大街

上跑的是日本军车，日本兵耀武扬威地横

行在北平的大街小巷，谁敢说日本不好，

就要被砍头。程璧所在的学校里已开始

奴化教育，要求必须开日语课。大家都恨

日本人，都不好好学。教日语的老师是秃

头，学生偷偷叫他“洋和尚”，他常叫学

生到黑板默写日本字，学生们就把每排的

课桌椅都连在一起，叫谁到黑板写字，谁

也出不来，用这种孩子气的方法，来表达

对敌人的仇恨。

进入高中，程璧开始读一些进步的书

籍，如鲁迅、巴金、曹禺以及高尔基等人

的中外小说。书籍对程璧的影响很大，使

她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高

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有的同学私下议论着

要离开敌占区，去中国的大后方西安、重

庆等城市。程璧一个要好的同学卜毅1944

年初去了解放区，她曾对程璧说：“我

先走，我会给你来信的。”中学毕业后，

程璧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半年后，她收

到了卜毅送来的一个小纸条，是通过地下

党秘密关系送来的，小纸条上只写着几个

字：“这里是真正抗日的地方”。

1944年6月，程璧决定和辅仁大学的

爱国青年吴惟修一起去解放区抗日根据

地参加抗日。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翻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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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穿过了封锁线，到了晋察冀边区阜平

城工部。在去解放区的路上，程璧满眼看

到的都是被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后的断墙、

残壁、废墟和很多已空无一人的村庄，满

耳听到的都是日本人对中国人民实行烧

光、杀光、抢光所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

进入解放区后，程璧听到许多中国人民抗

击敌寇、英勇不屈、不怕牺牲的动人故

事，学会《歌唱二小放牛郎》等几首抗日

歌曲。解放区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人人

感到兴奋，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坚持抗日，光荣入党

根据革命工作需要，党组织派程璧回

到北大文学院继续上学。程璧有两个妹妹

在北平师大女附中上高中，她就在她们的

班上秘密组织了两个读书会。读书会是抗

日时期的进步学生组织，程璧的主要任务

就是将学校里的进步爱国学生吸收进来，

在组织活动时给他们宣讲国际形势、抗日

战报、英雄事迹以及解放区的抗日情况，

使他们逐渐接受抗日救亡思想，引导他

们走向抗日。这两个读书会的绝大多数成

员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有几个还去了解放

区，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解放战争和新中

国成立后的城市领导干部。

1945年4月，由于出现叛徒，根据组

织安排，程璧又踏上了去解放区的路。

这次走的路线是平西，都是山路，山高崎

岖难行，程璧因有病还未痊愈感到腿软无

力，东一脚西一脚的，实在走不动，程璧

流着眼泪抱着树哭了，后来有了驴子和骡

子，情况才好些。仗着年轻，程璧咬牙坚

持，最终到了解放区城工部。

在解放区，程璧住在窑洞里，和同志

们一起生活学习，参加解放区的大生产运

动，她学纺线、织毛袜，完成抄写毛主席

文章的任务。当时毛主席的著作不能直接

带到敌占区，有个秘密的办法，就是在旧

的《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之

类的书中，每行字中间的空白地方，用钢

笔蘸着米汤抄写，把这些小说带到敌占区

后，再用一种化学药水使字显现出来。用

这种办法，她抄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和

《论联合政府》。正是这段时期，程璧对

党的认识更加成熟，共产主义信念更加

坚定，1945年8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程璧对抗日胜利那天一直记忆犹新。

8月的一天，忽然听说日本宣布投降，八

年的艰苦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大家都跑

出来，有的跑到山上欢呼，有的点起火

把，有的还敲起锣鼓扭起秧歌，革命歌曲

和胜利的欢呼响彻天空。

参与反甄审、反内战斗争

日本投降以后，组织命令城工部的学

生和党员立即赶赴北平。程璧又回到北

大。那时，国民党政府派人来接管了北

平，要求公立大学实行甄审，审查合格的

才能承认学生的资格。考试的科目有国

文、三民主义和英文三项。在敌占区大多

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时的程璧（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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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是日语，哪里学习过三民主义，这摆

明是要求大学生要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才能

继续学习，这是无理排斥敌占区的学生。

反对甄审成为大多数同学的心声。于是北

大的六个学院（文、理、法、工、农、

医）每院选出六名成员组织起了北大学生

自治会。程璧被选为文学院学生会六个成

员之一，与学生自治会的36个成员一起，

经常在文学院的红楼开会，讨论并组织向

政府抗议的请愿活动。

12月7日，国民党派出宪兵开始抓捕

自治会学生。程璧与北大其他5个学生被

捕。冰冷的监狱牢房，没有窗户，睡在草

席上，厕所也在牢房内。门是紧锁的，只

有一个送饭的小窗口。程璧和革命战友大

家唱着革命歌曲相互鼓励，为争取民主、

自由、正义而斗争。关了23天后，她们被

释放出来，最终反甄审斗争取得了胜利。

1946年的10月，程璧进入清华大学学

习。国民党政府一心要消灭共产党，发动

全面内战。北平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越来

越困难。在校学生交不起饭费，教师生活

也难以维持。学生提出了“反饥饿、反内

战、反迫害”的口号，开始罢课，并组织

1948 年和清华大学同学合影，前排右 2为程璧

宣传队，到街上宣传，向市民演讲，钞票

为什么这么不值钱，就是因为打内战!

1947年5月18日，学生的宣传队遭到

镇压，受伤者50多人，重伤11人。这更激

怒了学生，5月20日全市举行学生“反饥

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程璧参与

其中。那天北平各校的学生一万多人集合

在北京大学沙滩广场，游行队伍浩浩荡荡

走了20里路，五个半小时。游行队伍所到

之处，“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的呼声

和“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响彻北平街道

上空。

建国后投身教育事业

1949年终于迎来新中国成立。程璧先在

东城区委工作，后任北京市25中党支部书记。

1960年，北京市教育局筹备成立了北

京市外国语学校，程璧于1964年底调入该

校，担任了总支书记。其间，她健全了领

导班子，加强了党的建设、教师队伍的建

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理顺了各方面的关

系，调整了机构设置，为外国语学校的建

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程璧

一夜之间成为在台上被批斗的“牛

鬼蛇神”，直到1978年才被平反

冤案，落实政策，重新回到工作岗

位。2010年11月10日的《中国青年

报》刊登了一篇文章《红卫兵忏悔

记》，文中的主人公当年的红小兵

申小珂对自己“文革”中的暴行进

行了忏悔，他给当年被自己迫害的

程璧老师写了一封信，请求原谅。

程璧时年86岁，当她接过学生

转交的信时非常吃惊，她告诉这些

学生，小珂是好孩子，印象中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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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当晚，老人激动

地拿起放大镜，一遍遍地看信里的内容，并

通过电话告诉申小珂：“信已经收到了，我

很高兴。”

申小珂给程璧老师写道歉信的消息，

很快便在校友中传开了，不少人要求看这

封信。在做了一些修改之后，这封信被发

在了校友网上。远在国外的另一个学生胡

滨看到信后，也给程璧发来了邮件“诚恳

响应并附和申小珂同学致您的道歉信”，

并“表示深深的内疚和歉意，郑重地说一

声对不起”。程璧算了算，写道歉信的红

卫兵虽然只有这两个，但赞成与附和他们

道歉信的，有十多个。看到言辞恳切的道

歉信后，她却尽力为昔日的学生们开脱。

“归根结底，他们受骗了，被愚弄了。

他们都是好人，现在出来道歉是因为从根

本上认识到了过去没有认识到的错误。”

她说，看到“孩子们”带来的信，她很感

动，并感觉特亲切。

1986年11月，程璧老师办理了离休手

续，离开工作岗位。她仍长期关心着国家

的建设，青年学生的发展。她经常勉励青

年学生：珍惜和平美好的生活，做一个诚

实勤奋、对国家有用的人。

（转自首都师范大学公众号）

扎根西北，一生惠宁

——缅怀张惠宁学长

张
惠
宁
学
长

张惠宁学长，198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化工系，宁夏工业设计院原董事长、宁夏

清华大学校友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宁夏

桥牌协会原会长，因病于2024年2月29日

逝世，享年60岁。

张惠宁学长在宁夏工作36年，一手缔

造了宁夏工业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长期

活跃在清华校友中间，担任宁夏校友会秘

书长20余年，在为宁夏生源争取深造机

会、服务宁夏校友返乡发展、吸引校友在

宁投资兴业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他的一

生，是慷慨激扬、奋勇向前的一生，是扎

根西北、支宁惠宁的一生，是团结友爱、

至仁至义的一生，是追求卓越、全面发展

的一生。

生于西北，心向西北

1988年，惠宁学长从清华大学化工系

毕业，彼时的他长相白净清秀，气质干练

又热情洋溢，在众多的择业机会中选择投

身大西北，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原计划委

员会下属事业单位的一个新人。从此，他

的西北梦从这里启航。

初入宁夏工业设计院，宁夏化工界权

威专家、时任设计院总工周富是他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