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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师生继承“五四”“一二·九”光荣传统，成为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
的一个重要策源地，赢得了“民主堡垒”的称号。图为西南联大接受昆明
学生联合会赠送的“民主堡垒”锦旗，持旗者左为傅冬菊（傅作义之女）。

全面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但国民党政府却准备发动内
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南联大师生积极投身“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遭到反动派的疯狂镇压。1945年 12月 1日，国民党军警冲击联大等校，制造了
“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运动

国民党军警特务暴徒打死四人，打伤数十人，
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图为“一二
·一”四烈士，上排左起：于再（南菁中学教员）、
潘琰（联大师院学生），下排左起：李鲁连（联
大师院学生）、张华昌（昆华工校学生）。

1945年 12月 1日，国民党地方反动当局派遣军官总队人员和特务，携带凶器，
进攻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等校，图为被特务、暴徒砸破的联大校门。

1945 年 11 月 26 日，联大宣布罢课。28 日，31 所大中学校总罢课。
图为收录于《“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的昆明大中学校告全国
同胞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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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联大图书馆的四烈士灵堂

联大剧艺社编演的《审判前夕》，揭露了反动派假“公审”的阴谋。

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其中写道：“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

各界群众进入灵堂祭悼烈士

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激起爱国民众的极大愤慨。大中学罢课联合委
员会在联大图书馆设置灵堂，公祭“一二·一”四烈士，在一个半月公祭时间内，
约有 700个团体、15万人次参加祭奠（当时昆明市人口约 30万）。联大师生和
各界群众还通过演讲、演剧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内
战、争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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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左 3）等教授为死难学生送葬、致哀。

各校路祭亭前，学生代表宣读祭文，誓为“反内战、反独裁”奋斗到底。
图为设在护国门的联大路祭台。

西南联合大学原址──今云南师范大
学校园内的“一二·一”四烈士墓。

准备下葬的烈士棺柩

民主自由钟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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