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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沦陷区， 曾经存在一

个叫做 “华北文化教育协会”（简

称“华文协”）的地下抗日组织，在

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开封等地

均有其影子， 它团结沦陷区的知

识 分 子，抵 抗 日 寇，打 击 汉 奸，动

员社会，控制华北，巩固了中国政

府的影响力。 那么，它是怎样成立

的？ 其主要领导是谁？ 有过怎样的

活动？ 最后命运如何？

背 景

抗战爆发后， 持续不断的战

乱和迁徙， 原有的政治生态被打

乱了， 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不存在

了，各股政治势力争夺更加激烈。
当国民党在重庆稳定之后， 就开

始把目光投向沦陷区的知识分子

和青年， 尤其是文化人集中的北

平和上海， 希望在此两地恢复和

发展党务。 其目的是防止他们被

日伪笼络或倒向左翼， 保持国民

党和国民政府正统对于文化人与

青年的影响力。
日寇加强了对中国的文化侵

略，不少学者投敌附逆。 早在1920
年，日本就在北平成立了“东方文

化事业委员会图书馆”，由日本文

化特务桥川时雄主持运作 《续修

四库全书提要》工程，笼络了85名

中国学者参与撰写、整理。 七七事

变后， 虽然大批学者迁徙到大后

方， 但仍有不少学者因为种种原

因滞留在北平。 他们或迫于形势，
或战前与日本的深厚渊源， 不可

避免地发生分化， 甚至有人投敌

附逆，参加各种敌伪组织的活动。
随着战线的延伸， 日寇必须

维持敌后治安稳定， 消弭中国人

的反抗思想， 需要武力之外的文

教支持。1938年8月，日本动员了30
多名一流文化精英组成的代表团

来到北平，进行文化侵略。 8月30
日，所 谓 的“东 亚 文 化 协 议 会”成

立 典 礼 及 第 一 次 大 会 在 北 平 召

开 ，汤 尔 和 、周 作 人 、张 大 千 、陈

垣、钱稻孙等学者参加。 3个月之

后的1938年12月1日，“东亚文化协

议会” 第二次大会又在东京参加

了，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

长 汤 尔 和 率21名 学 者 参 加 了，这

次大会确立了对中国文化侵略的

体系、思路、计划等。 这次大会的

背景， 是日本急于恢复沦陷区的

治安， 以配合在广东、 武汉的战

争，企图建立稳固的殖民地统治。
为了改变不利局面， 国民党

地下北平党务人员争取由沈兼士

（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 出面，建

立抗日文教团体。 北平沦陷后，沈

兼士受教育部委托， 维护辅仁大

学 校 务，滞 留 北 平，与 英 千 里（辅

仁大学秘书长、 兼辅仁大学附中

校 长）、张 怀（辅 仁 大 学 教 育 学 院

院长）等秘密组织“炎社”，取顾炎

武的炎， 以示抗日。 1939年8月18
日， 吴若僖 （国民党天津党部书

记）和 高 挺 秀（北 平 市 党 部 书 记）
向重庆的朱家骅 （国民党中央组

织 部 部 长）报 告：准 备 请 沈 兼 士、
张 怀、英 千 里、张 重 一 等 出 面，罗

织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

等高校的教授和北平中小学的教

职员工，组织文教团体，由沈兼士

主持，由高挺秀负责日常事务。

1939年9月17日，“华北文化教

育协会” 正式在重庆国民党中央

组织部立案了。 第一、组织：主持

人：沈 兼 士；15名 委 员，总 会 设 在

北平， 天津设立分会； 内部分高

等、中等、初等、社会教育四个组。
第二、工作：吸收思想纯正的各级

教 职 员 工 和 文 化 机 构 工 作 人 员，
半年内发展到300人；在平津开办

小学、中学若干所，以收容教导抗

日同志子弟； 救济坚贞不附逆的

高级文化人，以介绍工作为主，以

津贴为辅； 选派忠实可靠的同志

鲜为人知的地下抗日组织“华文协”
■赖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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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入敌伪教育机构， 从事抗日工

作； 输送忠实青年参加游击区及

后方工作。 第三、费用：会务费每

月500元； 文 教 同 志 救 助 费 每 月

1500元； 中小学津贴每月1000元，
合计每月为3000元。

组织成立

1939年12月17日，“华文协”天

津分会成立了。 委员为赵伯陶、路

秀三、伍克潜、刘仁等6人，赵伯陶

为主席委员，路秀三为书记，分调

查、救济、教育、宣传四个组，由委

员兼任各组组长，均无工资，每月

经费为1500元。

“华文协”北京总会（北平文协

总会）的成立却一波三折。 沈兼士

不肯出山，他对高挺秀表示，自己

在沦陷区担任教职， 殊觉不安，不

愿意参加什么“华文协”组织，只愿

意每周和他见一次面， 见机行事，
量力而为地为抗日作出一定贡献。
高挺秀再三动员，沈兼士总是以虽

有爱国热忱， 但现实环境恶劣，要

么由中央派员主持，要么取消已经

泄密的组织，另起炉灶。
朱家骅致电沈兼士， 要他出

山：“平津为日伪文化中心， 敌伪

诱胁方急，青年学子，万不可无人

领导。 会事务请积极推行，此间同

志企仰正殷。 ”1940年1月10日，沈

兼士回信朱家骅， 表示不方便出

山。 理由是：成立“华文协”并每月

从重庆领取3000元经费的机密已

经泄露了，现在是满城风雨；假期

内，辅仁大学中的神父和学生，均

有被捕的， 校内敌伪侦探十分严

密，近两月来，北平城内被破获的

地 下 机 构 甚 多，组 织“华 文 协”风

险很大； 他不愿意接受国民党中

央的经费， 愿意保持独立自主的

身份；他有参加抗日活动，比如在

开学后送了一批辅仁毕业生南下

服务，在校内创办了两种杂志，以

联络学者们； 他希望和重庆直接

联系，来信不要天津分会转交，而

是通过罗马梵蒂冈主教转交给在

辅仁大学的德国神父代递， 以保

证自己的安全。
经过高挺秀和朱家骅的一再

劝 说、协 商、慰 藉，沈 兼 士 终 于 同

意出山。 沈兼士化名章毓庵（分别

用则“毓”指沈兼士，“章”指张怀，

“庵”指英千里）。 要求朱家骅介绍

平方电台关系，或建立专用电台；
在北平不能直接通电之前， 请朱

家骅直接赐给专用密码， 交给沈

兼士。1940年3月，北平党部电台遭

到敌伪破坏， 北平与重庆的联络

须由天津代行，不利于保密，沈兼

士坚持与中央直接联系， 以便保

障其安全和开展工作。

1940年9月，“华文协” 北平总

会成立了。 该会以委员会为总首

脑机关，下设干事及工作员。 委员

四人：沈兼士、张怀、英千里、高挺

秀。 沈兼士为主席， 高挺秀为常

务， 负责计划主持及推进一切工

作。 干事承委员之命，执行各项工

作，由四名干事联络消息及文书、
事 务、会 计、组 织 青 年 团 体、驻 沪

联络站等。 干事有郝德元、常惠、
葛信益。 工作人员辅佐干事，分任

各项事物，共2人，1任收支，1任交

通。

主要活动

北平文协总会以 “联络操守

忠贞之士， 网罗有志青年” 为宗

旨，从 事 了 以 下 活 动：第 一、组 织

学术团体。 如中国语文学研究会

（沈兼士主持，联络国学家与优秀

学生，研究中国文化，以引起民族

思 想，并 坚 定 其 自 信 力）、中 小 学

研究研究会 （张怀及外围同志余

君主持， 联络教育学者及中小学

教员，研究建国教育方法，逐步实

验，以抵制奴化教育）、文艺社（由

英千里主持，使青年有正当读物，
在 辅 仁 大 学 名 义 下 掩 护 发 行2种

刊物，一是纯文艺刊物———《辅仁

文苑》，一为综合刊物，即《辅仁生

活月刊》）。 第二、利用临时集会进

行宣传。 举办了美术展览会、摄影

展 览 会 和 辅 仁 大 学 校 友 返 校 节。
第三、组织青年团体，以操控各大

中学及破坏敌伪团体。 如清俭学

社（即青年建国学社）、亭林学社。
前者由高挺秀负责， 就原有团体

改 组，高 挺 秀 任 书 记，下 设 社 务、
事务、 助理。 清俭学社从事业务

有：建立5个集体单位、树立7个骨

干；破 坏 青 年 党，调 查 自 学 会，输

送有志青年南下， 指导中学生升

学，调查日本国内情况，协助外围

学术团体；后者由华奇负责，主要

业务为联络北平三校同志组织团

体，介绍人才南下服务，利用实验

室制造特种药品。 第四、随时调查

操 守 忠 贞、 思 想 纯 正 的 教 员、学

生、公 务 员 等，予 以 介 绍 职 业，辅

助前往大西南、 大西北后方服务

就学的盘缠等救助。 第五、 安排

“华文协”成员打入沦陷区中小学

任校董、总务、教员，联络中小学，
抵制敌伪奴化教育。

北平文协总会还计划从事如

下 几 项 工 作：第 一、充 当“猎 头”。
调 查 登 记 在 平 各 项 专 门 人 才，报

请中央征用，密切联络他们，促使

他们自动南下服务国家， 或代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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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路线或资助盘缠。 第二、扩大

青年救济与组织训练， 养成抗战

建国的有用人才， 免被敌伪收买

利用。 第三、建立学术报国阵线，
于各大学选定思想纯正、 资望隆

重的学者，聘为委员，建立骨干成

员，分 头 联 络，加 以 组 织，鼓 吹 学

术报国，造成普遍风气。 第四、搜

集沦陷区的新闻， 调制有关本会

工作的各项统计表， 以备研究运

用。 第五、宣传敌人阴谋和酷虐暴

行，唤起民众对敌伪的仇恨心理。
第六、筹办《文史杂志》，以组织动

员学者，组织专家学者，给他们一

个发表研究心得的平台， 繁荣学

术，引 导 舆 论，给 学 者 优 厚 稿 费，
解决其生活问题。

沈兼士、 高挺秀一直和朱家

骅保持联系，经常向其报告工作。
如1941年春，北平市国民党地下党

部改组， 英千里等人因要改就任

党部书记，退出北平文协总会，总

会不得不进行调整。 为此，高挺秀

潜回重庆汇报， 沈兼士致电朱家

骅： 他已经吸收了董洗凡加入北

平文协总会，化名丁伯强，请给予

其职务，以便开展工作。
朱家骅不断给北平文协总会

指示。 1941年春，他说：“北平文教

工作重要，务请大规模扩展。 ”4月

7日 说：“平 市 为 文 化 中 心……故

我方文教工作较之其他省市尤关

重要。 各级教员及毕业学生，爱国

家、爱民族之心人皆有之，启迪联

络及如何发挥其力量， 以为他日

收复失土张本， 正有待于诸君之

继续筹划推行……”4月25日，他表

扬 北 平 文 协 总 会 工 作 “收 效 甚

宏”。 朱家骅认为华北文协工作，
北平比天津重要， 将天津分会的

预算减少为月1000元，北平则从月

1500元增加为2500元。并且不顾天

津 分 会 的 不 满 和 中 央 财 政 的 困

难，坚持要有关方面设法满足。 可

见其对北平文教界的极端重视。

结 局

1941年12月7日， 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北平形势日益险恶。 先是

英千里被告密遭日寇逮捕， 囚禁

了3个月，后来又有文人在敌伪报

纸上发文，变相向敌伪告密，说沈

兼士将办一个国学刊物， 李霁野

将办一文学刊物， 征集社会上家

居不出学者的稿件，稿酬甚厚，经

费有“固定来源”。

1942年2月， 沈兼士向重庆发

来告急电文：环境险恶，许多地下

工作者被捕，辅仁大学经费告竭，
敌伪将乘虚侵入， 他将和总干事

撤退到重庆。 朱家骅虽复电表示

欢迎他来重庆， 但实际上他很不

甘心放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北

平地下组织。 4月11日，他致电沈

兼士： 中央补助款将汇到辅仁大

学，由宋子文、胡适从美国募捐的

款也将汇来。 北平组织将彻底整

顿，另 设 电 台，另 布 交 通 网，妥 觅

汇兑路线。 以后避免横线联系，化

整为零，分别负责，文教协会及刊

物应独立活动，仍由君全权办理，
秘 密 地 作 北 平 党 部 外 围 组 织，与

其他单位绝对隔绝。 已派徐敬仁

赴平，五月底将抵达。 兄如不能继

续安居时，宜及时离开。
在极端困难的前提下， 沈兼

士又在北平坚持了半年多， 直到

1942年12月16日， 在被列入黑名

单，敌宪将实施抓捕的情况下，沈

兼 士 才 在 地 下 工 作 者 常 维 钧、葛

信益的保护下，和三女沈节，逃离

北平，进入西安。 果然，30日，敌伪

特务到沈兼士家逮捕他， 此时沈

兼士已经安全地抵达大后方。 日

本 人 不 相 信 沈 兼 士 已 离 开 北 京，
于 是 一 方 面 在 沈 家 留 下 几 个 特

务，只 许 人 进，不 许 人 出，防 止 走

漏风声，另一方面派人四处搜查，
远至西山一带———因为沈兼士曾

经在那里休养过。 1943年元旦，辅

仁大学的顾随、张星烺、孙子书三

位教授到沈兼士家拜年， 结果被

扣留了十几天才释放出来。
此后，“华文协” 继续坚持活

动，在最盛时会员有几百人，并以

辅仁大学校友会为联系，在开封、
济南、太原等地设立了分会。

1944年2、3月间， 日本为了作

侵华的最后挣扎，大规模搜捕地下

抗日组织和工作人员。 1944年3月

11日本宪兵队逮捕了英千里，并从

他家里抄出“华文协”主要会员名

单。 21日，校内外“华文协”的骨干

几乎全部被捕， 如校内的师生张

怀、董洗凡、徐侍峰、欧阳湘、赵锡

禹、左宗伦、郑国栋、左明彻、孙硕

人、朱锦章、葛信益、赵光贤、叶德

禄、高婴齐、吴师循、李凤楼、秦晋、
孙金铭等30多人被捕。 经过4个多

月的关押审讯后，日寇华北军事法

庭把“华文协”主要负责人张怀、英

千里、董洗凡、英纯良等分别判处

15年监禁，其余人员分别判处7年、

5年、3年、2年不等的徒刑。 遭此重

创，“华文协”遂告瓦解。
被 俘 的“华 文 协”骨 干 们，在

日寇监狱里坐了一年多牢， 受尽

日寇各种酷刑的折磨， 从而落下

不同程度的终身残疾。 但是他们

始终没有屈服， 直到1945年7月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才获得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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