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爱国精神 

——北京工业大学与“一二·九”运动纪念亭 

 

编者按：12 月 9 日，在历史上是一个值得铭记和纪念的日子。“一二·九”

爱国主义运动在 86 年前的今天爆发，36 年前（即 1985 年），为纪念这个伟大

的日子，“一二·九”运动纪念亭在北京植物园樱桃沟落成，而这座亭子的设计

单位即是北京工业大学。我校师生以高超的建筑设计素养为传承爱国主义精神做

出了贡献。 

档案具有存凭留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档案馆老师挖掘馆藏红色档案，以图

片档案、实物档案等形式让大家走近纪念亭的设计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危亡之际的觉醒 

1931 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全境沦陷。直至 1935 年，

日军不断加紧对华北的争夺，并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企图扶植傀儡政权，全

面控制华北地区。 

随着华北地区面临失守的危机逐步加深，1935 年 12 月 9 日，在中共北平临

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6000 余名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请愿

大游行。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致使游行学生 30 余人被捕，百余人受

伤。10 日，北平各高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6 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

北平学生和市民 3 万余人当日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并迫使其延期成立。 

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在全国掀起

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

“‘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

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纪念。” 

 



 

“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学生在街头演讲 

 

“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 

 

 

集体智慧的结晶 

为纪念“一二·九”爱国主义运动，在“一二·九”运动 50 周年之际，团

市委、市学联共同发起，号召首都青年学生自己动手，征集“一二·九”运动纪

念亭设计方案，并选址于“一二·九”运动时期进步青年举办军事夏令营的樱桃

沟。 

 



 

步入北京植物园樱桃沟深处，只见白色的纪念亭隐现于万绿丛中，亭子挺拔向上的线条与傲

然挺立的松柏交相呼应，给人一种蓬勃向上和勇往直前的感觉，令人爱国之情油然而生。（图片

为北京工业大学档案馆馆藏） 

 

当时，众多高校都参与了“一二·九”运动纪念亭设计方案征集活动。我校

在收到通知后，为了使同学们参加这一有意义的活动，在校、系党团组织的积极

支持和领导下，建筑学教研室决定 8245 班设计课的师生们参加这一活动。为此，

任课教师们快速调整教学计划，并纳入更多师资，增强教学辅导力量，师生们一

同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方案设计工作中。他们不辞辛苦地到樱桃沟现场勘查地形、

熟悉环境，学习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资料，查阅有关纪念性建筑的文献……最终，

以三角结构这一独特、巧妙的设计方案在所有竞赛方案中名列榜首，受到各方人

士赞许，被“一二·九”老战士们集体鼓掌通过。 

 

 



“一二·九”运动纪念亭旁刻有“设计单位 北京工业大学土建系”字样（图片为北

京工业大学档案馆馆藏） 

 

 

1985 年 12 月 9 日，“一二·九”运动纪念亭落成典礼在北京香山樱桃沟举

办。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中纪委书记韩天石等 60 多名“一二·九”运

动时期的老同志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负责同志以及首都 200 多名大学生出席了

落成典礼。作为纪念亭的设计者，我校被团市委、市学联授予奖旗。旗上所书“独

具匠心，老少共赞”集中表达了新老两代人对这座永久性建筑物的评价，是对我

校集体智慧与努力付出的肯定与嘉奖。 

 

 

1985 年“一二·九”运动纪念亭落成典礼现场，图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发表讲话。

（图片为北京工业大学档案馆馆藏） 

 

 

“一二·九”运动纪念亭落成典礼上，主管部门向承担纪念亭设计任务的我校师生颁发了奖



旗。（图片为北京工业大学档案馆馆藏） 

 

 

我校苗冠峰老师作为纪念亭设计指导教师，于 1985 年在《北京工大》报纸

上发表文章《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二·九”纪念亭设计札记》，讲述了纪念

亭的设计过程和设计理念。此文成为再现北工大师生设计“一二·九”纪念亭的

重要历史资料。 

 

 
《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二·九”纪念亭设计札记》原文（报纸为北京工业大学档案馆馆藏） 

 

 

1985 年，全国举办校园电视剧展播，北工大以师生设计“一·二九”运动

纪念亭的故事为蓝本，编排、摄制了名为《你中有我》的大学生校园电视剧，最

终在第一届理想杯大学生电视剧展播中荣获“奋进奖”，展现了北工大师生用昂

扬奋进的专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故事。 

 



 

《你中有我》荣获“奋进奖”获奖证书（证书为北京工业大学档案馆馆藏） 

 
《你中有我》摄影组人员合影（图片为北京工业大学档案馆馆藏） 

 

1986 年，苗冠峰老师于《建筑学报》发表一篇名为《一二·九运动纪念亭

设计》的文章，从设计思路与设计理念出发，详细阐述了我校师生设计“一二·九”

运动纪念亭的全过程。文章还附有建造平面设计图，令人对 “一二·九”纪念

亭的布局一目了然，更加整体地体悟这一纪念性建筑特有的建筑美学和历史使命。 



 
苗冠峰《一二·九运动纪念亭》中所附的纪念亭平面设计图 

 

红色基因的传承 

纪念亭自建造以来，便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亭作为历史事件

与情感寄托的载体，其所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一直感染着、激励着北京工业大

家师生。多年来，北京工业大学师生及北京各单位纷纷组织到此举办党、团支部

活动，传承红色基因。 

2021 年 6 月，我校城市建设学部张建教授带领学生们走进北京植物园樱桃

沟深处，在“一二·九”运动纪念亭前向学生们娓娓道来与“一二·九”运动相

关的历史。曾经，张建教授也是一名亲历设计征集方案的北工大的学生，如今其

已是城建学部的她，向新时代的学子们诉说自己与历史的故事。 

 

 



张建教授为学生们讲述纪念亭设计历程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档案馆党支部 2021 年 10 月 13 日，赴北京植物园

樱桃沟一二·九运动纪念亭，开展“传承一二·九运动爱国主义精神 挖掘北工

大师生昂扬奋进校史”主题党日活动。活动邀请我校原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退休

教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王树京讲解北工大师生参加纪念亭设计的史实。馆长、

党支部书记夏海州号召大家弘扬“一二·九”运动爱国主义精神，深入挖掘北工

大 60 年发展史、广大师生昂扬奋进史，彰显北工大档案校史工作高品格。 

 

 

王树京教授为档案馆（校史馆）教师和学生讲解员讲述纪念亭设计史 

 

为提高政治素养与爱国情操，众多高校与社会各界人士也常选择在“一二·九”

运动纪念亭这一著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办参观、学习活动。通过近距离地实地

感受，从纪念亭这凝固的建筑艺术中了解过往先烈的峥嵘岁月，体会“一二·九”

运动的历史意义，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设置滚动图片） 

 

校史讲解的担当 

在“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们在斗争中表现出的爱国热情与革命精神，

直至今日也仍有着极为重大的启示、教育意义。为铭记历史，弘扬并传承“一二·九”

运动爱国主义精神，我校校史馆讲解员从现存档案出发，实地探访“一·二九”

运动纪念亭，在回溯历史的同时，讲述我校师生建造纪念亭的来龙去脉，体味其

独特的时代意义。 



 

（讲解视频） 

 

 

“一二•九”运动纪念亭是北工大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传承红色基因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个古老、幽静的樱桃沟中，它以自己特有的历史使命，

激励着一代代青年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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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图片已注明“北京工业大学档案馆馆藏”的为馆藏档案，未注明的为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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