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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清华校友总会成立110周年。

说起校友会，同学们记忆最多的一定是位

于校内的同方部，清华校友总会在此办公

很多年。可今天我想要说的是位于北京市

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的骑河楼清华同学会

会所旧址。

我对此地的关注，缘起于2022年金秋

的一个周末午后，接到大学同窗的邀约，

去东城区骑河楼街饮茶，老同学说，骑河

楼街39号曾经是清华校友总会的前身——
清华同学会会所的旧址。

从校友总会史料查到，清华同学会于

1913年夏天在母校发起成立，之后伴随留

美学子的足迹在大洋彼岸发挥了重要作

用。到1920年回国的同学逐渐增多后，留

美同学会总会便移至国内。周诒春先生任

校长期间倡导组织“清华同学会”，后又

积极筹建清华同学会会所，并亲任筹款委

员会主席。在曹云祥校长以及颜惠庆（学

骑河楼 39 号清华同学会会所寻踪
○姚  坚（1980 级自动化）

务处代理总办）、范源廉（清华学校创办

人之一）、张伯苓（清华第二任教务长）

等老师的大力支持与赞助下，用捐款购置

了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会所为四合院

平房，位于北京东城北池子骑河楼街39

号，1927年8月落成，同年12月25日留下

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1928年1月2日《清华学校校刊》曾刊

登“清华同学会会所组织大纲”，开宗明

义“本会所以谋清华同学会会员敦谊励行

为宗旨并筹划本会所之经费”。1933年10

月29日，在骑河楼会所成立了“清华同

学会总会董事会”，梅贻琦校长（1889—

1962）为会长兼总干事。同学会总会致函

邀请已经离职的前校长周诒春，请其担任

名誉会长。至1937年，清华同学会在国内

外已经有26个支会，其职责是“编制同学

录、联络会员，募集捐款、赞助母校，将

校中情况时常报告诸同学”，等等。如

1941年5月，在延安的39名清华

同学成立了“延安清华同学会分

会”，推选曹葆华为分会会长，

蒋南翔为总干事，薛容、汪家

宝、彭克瑾、武衡为干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1955

年4月，清华同学会理监事会决

定：“将北京骑河楼39号会所

1 座，于本年校庆日献交清华大

学使用，作为全体校友向母校的

献礼。”下页图为当年同学会理

监事会决定此事的人员名单，今清华同学会骑河楼会所落成纪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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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看来真是大师云集。

骑河楼39号清华同学会旧址位于故宫

东侧的骑河楼街，如今行政区划隶属于东

华门街道。骑河楼街是与东华门大街平行

的一条街道，呈东西走向，全长282米。

清代属皇城，乾隆时开始被称骑河楼街。

该街因“骑河楼”而命名，骑河楼为楼

式之桥，桥体为封闭式建筑，相传始建于

明代。骑河楼为横跨皇城御河上的一座木

桥，因桥上悬挂“涵碧”之匾额，故名

“涵碧桥”。桥体为封闭木楼式建筑，因

骑跨于御河之上，俗称“骑河楼”，桥所

对着的街巷名为“骑河楼街”。

会所最初为该街道上西端的一处四合

院平房，内有会客室、游艺室、会议室以

及单人宿舍多间。新中国成立之前作为清

华大学校友聚会联谊使用，解放后一直作

为学校在市内的基地。20世纪70—80年

代，会所一度成为民居。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骑河楼的清华同

学会已渐渐远去，但是这里毕竟承载着一

段特殊的历史记忆，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联络师生感情和校友交流的场所

早年的清华园远离北京城区，相距路

途遥远，交通又十分不便，所以位居城市

中心地带的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就常常成

为校友师生联络、聚会、下榻的地方。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47年10月17日曾

刊发通知，“清华同学会定于本月十九日

（星期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在骑河楼39号

会所举行校友秋季联谊会。节目有演讲、

音乐、舞会、乒乓球及围棋比赛等”。据

1952届物理系乐光尧回忆，他们毕业工作

后，叶企孙先生曾请他和张庚骥同学到骑

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吃茶点，了解同学

们毕业后的工作情况。据李增德老学长

（1940届经济）回忆，他大姐和清华经济

系五级陈凤翚学长的婚礼举办地，正是骑

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一个很不起眼的

地方，现在可能只有老清华人才记得这地

方。那天很热闹，有二姐拉提琴奏婚礼进

行曲，三姐弹钢琴。”岁月沧桑，情谊绵长。

1950届校友、著名作曲家茅沅学长

2020年3月刊登在《清华校友通讯》的文

章曾回忆，1947年秋天，清华复校后在骑

河楼举行了一次重要的校友聚会，有来自

北平和全国各地的校友出席，现场气氛十

分热烈。最后请梅贻琦校长讲话，梅校长

身穿长袍站在台前刚要发言，有同学拿了

两个石榴放在讲台上，说这是同学会院子

里树上结的果实，请校长给分一分。梅校

长不慌不忙地问坐在前排的几位校友他们

各有几个孩子，然后把石榴给了两个校

友，并说：“你们俩孩子最多，石榴多

籽嘛。”随后梅校长就进入到讲话的主

题——蜀道难，他讲述了抗战期间他带队

到四川各地考察各院校教学情况。旅途中

遇到很多困难，多是吃饭、住宿、交通等

问题，但因为各地都有清华校友，问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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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解决了。“蜀道难”讲完后，梅校长

严肃而自豪地说：“一个人只要当过几年

清华大学校长，走到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困

难！”校友们听到校长寓意深邃而又风趣

的讲话都站起来热烈鼓掌。

茅学长还回忆说，当年他是受音乐室

主任张肖虎先生所派，和另外两个同学去

表演音乐节目为校友聚会助兴，这才有了

与梅校长的一面之缘。节目中最受欢迎的

是侯宝林的相声，侯先生是有备而来，

开口就说：“我也留学美国，可是我不学

技术我改学艺术了，为什么？人家不拿真

东西给你。机器用了好几年啦，拆下来当

新的卖给你，安上没多久就老出毛病。要

不然咱们北平现在老停电呢？”话音刚落

全场大笑，并且目光都看着一个方向。原

来，当时北平发电厂的负责人是清华校

友，刚好在座。

二、孕育和见证了“一二·九”
运动等进步活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走上街头，举

行了著名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正如毛泽

东同志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

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

动，是全民族动员的运动”。在这场运动

中，清华进步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骑河

楼清华同学会会所也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

事件。1977级工物系林炎志学长回忆说，

其父林枫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参与和支持

了“一二·九”运动，并与北平学联的清

华学生姚依林、北大学生黄敬等直接联

系，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走向工农群众，组

织南下宣传团扩大运动影响。1936年

1月，林枫、姚依林、黄敬等在骑河楼清

华同学会会所开会，商议南下团及返回后的

工作，并决定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5 年七八月间，黄河泛滥成灾，

灾民流离失所，北平大中学校学生发起组

织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很快有20多个学

校的学生进步团体参加进来，公开到社会

上募捐。姚依林作为学联秘书长要组织大

家出去募捐，在西郊清华上学的他和部分

同学经常在城里活动，白天东奔西跑，夜

晚常常借住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旅舍。

1935年入学清华中文系的著名作家黄

秋耘曾讲述，1936年3月31日，北平的大

中学生六七百人参加游行，游行队伍从北

池子走到南池子，反动军警挥舞警棍、皮

鞭和大刀向游行队伍冲击，当场逮捕54名

同学，打伤上百名同学，黄秋耘后脑勺挨

了一警棍后鲜血渗出，他跑进北池子南口

一条小巷里躲进一户人家，之后经这户人

家的女学生帮助包扎伤口和乔装打扮后离

开。他拐了个弯到了骑河楼会所，坐上直开

清华园的校车，最后安然无恙脱离了危险。

三、见证了抗战时期清华校产的
保管和复校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

发，清华被迫南迁。滞留北平的少数教职

工受命于危难之际，成立了清华大学保管

委员会，承担保护学校的任务。1938年9

月，日本宪兵队闯入学校，此后把清华人

员赶出了二校门以北的校园，校保管委员

会被迫迁往城里的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

所办公，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

降。1945年11月7日，学校在昆明召开第

58次校务会议，决定再次组建北平校产保

管委员会，以便接收校产。保管委员会主

席由法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授担任，办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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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在骑河楼39号的清华同学会会所。

据《通州人张德声的精彩人生》一文

回忆，张德声学长是1935年9月考入清华

经济系的农家子弟，进清华园后感到什么

都是新鲜的，特别是见到法学院院长兼经

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其气质风度让他

肃然起敬。“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

南迁，张德声弃学从军，先后参加了台儿

庄战役、大武汉保卫战和抗日游击战。抗

战胜利后的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

息，说陈岱孙先生已回到北平，正在办理

清华复校事宜，办公地点在骑河楼清华同

学会会所。于是，他立即去骑河楼见到了

陈先生，并于1947年9月重回清华读书，

成为1949届经济系毕业生。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姜广正在《在大普

吉的日子》一文中，也有对骑河楼的回

忆：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南迁昆明的

师生终于接到复员通知，可以返回清华

园了！4月16日，他们乘坐“联大复员专

车”上路，经贵州、湖南，一路颠簸，历

时两周。后又改乘火车去汉口，再乘江轮

到上海，在上海换乘海轮到天津。海轮属

英商所有，歧视乘船的华人乘客，规定三

等舱客人不许上甲板。这项规定触怒了学

生并发生冲突，幸好当时顾维钧先生也在

船上，出面调停，最终船主允许学生们上

甲板散步歇息。船到天津新港，再改乘火

车回到北平，他们便暂住骑河楼清华同学

会会所。当时正值陈岱孙、毕正宣主持清

华园维修，返校师生在骑河楼稍事停留

后，改乘工地运料车终于回到蒙尘八载、

光复经年的清华园。

四、曾经是校际交流和科学活动的场所

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发生了美军

士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一案，案发后全国

各地很快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

动。对于学生的抗议活动，梅贻琦校长在

日记中表示，看见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

同学步行入城，他非常同情，对美军的行

为表示愤慨。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

所与北大负责人开会，表示清华、燕大二

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

人同声响应。

郑天挺教授之子郑嗣仁先生曾在回忆

文章中写道，郑天挺教授在西南联大时期

任历史系教授并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与

梅贻琦先生共事五六年，互相配合，关系

一直很融洽。抗战结束复校返回北平，

1946年9月末，梅校长夫妇打算请胡适

（北大校长）、傅斯年（北大代校长）、

陈雪屏（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主任）夫妇

及杨振声（清华教授）、郑天挺教授等人

在城内骑河楼39号清华同学会会所吃饭。

梅先生曾就餐叙安排函告郑先生，“请代

烦陈雪屏家之厨师烹做”，并称，应“在

不太讲究而又不埋没厨师手艺的原则下”

为之。最后表示，“琐碎奉渎，甚感不

安，惟于明日多敬一杯，以表谢意耳”！可

见梅校长的细致周全，却又寓于幽默之中。

吴晗于1931年8月进入清华历史学系

学习，1934年以吴晗和汤象龙为主发起

成立一个以青年史学工作者为主的史学研

究会。夏鼐曾回忆道：“五月二十日星期

天，我们进城到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里，

和别的发起人一起开个会。发起人一共十

人：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谷

霁光、朱庆永、孙毓堂、刘隽、罗玉东和

我。我们开了一天的会，通过了会章，把

这团体叫做‘史学研究会’。”

《难忘周总理对记者的关怀》一文



纪念清华校友总会成立110周年

2023年（夏） 11

的作者金凤曾回忆，解放前夕的1949年

3月，一批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参加全国自

然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议，会场也正是

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当时到会的人

士大约有100多位，包括知名科学家吴有

训、周培源、竺可桢、严济慈、茅以升、

钱三强等。周恩来同志在百忙之中亲自到

会，让众多科学家喜出望外。周恩来同志

重点讲了科学家关心的几个问题，以及政

治和科学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等等，入情入理，娓娓动听。

五、作为学校与城区之间的联络和
办事接待场所

据20世纪40年代在清华学习的叶铭汉

院士回忆，清华园位于北京城的西郊，那

时的交通仍十分不便。清华的校车由私人

经营，每天早晨有一趟班车从清华二校门

出发，开到城内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下午

再从清华同学会开回清华，这样维持着清

华和外界的联系。校车是紫身白顶的大客

车，大约可以坐四五十人。学生进城可以

坐校车，也可以搭火车。清华同学会非常

关心师生校友乘坐校车往返学校时是否便

利，曾于1947年10月致信梅校长，提出将

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隔壁所购置的三间

房屋改建，用做校车候车室，“以免师长

及同学等受日曝风吹之苦”，梅校长亲笔

答复称：“该会此意甚好，可照借，但有

一间须能于夜间存放汽车，关锁牢固。”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

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学问大家先后受

聘。1926年8月，自德回国的陈寅恪告别

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

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四大导师”的最后

一位，陈寅恪时年仅37岁。每逢周末，陈

寅恪先生一家便乘校车进城与家人团聚，

星期日下午仍乘校车回清华园。陈先生的

女儿在《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

母亲唐筼》一文也回忆说，“返程的校车

从东城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开过来，经西城

站点时已经乘客满座，我们由西城上车后

总有青年学生起身让座，那时候尊敬师长

蔚然成风”。

1948年入学物理系的杨训仁学长回

忆，他当年体检时还在城里骑河楼街去做

了Ｘ光胸透检查。1970级电子系杨定荪学

长曾回忆，在北京电视设备厂搞毕业设计

时，曾参与了该厂为朝鲜平壤电视台研制

的13频道彩电电视发射设备等相关工作，

那时他每天晚上暂住在骑河楼招待所，摊

开从指导老师那里借来的资料用硫酸纸描

绘图纸。

1976级入学自动化系的唐功南学长在

《夜宿骑河楼》一文中回忆，1972年清华

大学设备厂研制数控机床，他和同事杨师

傅等三人，要从北京火车站乘火车去通县

的北京机床研究所拜访学习，为此前一

天傍晚他们要从清华赶到骑河楼清华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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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他回忆说，“我们前一天下午出发，

晚上到学校骑河楼招待所。这招待所是个

标准的四合院，大门开在院子的东南角。

一进门是个门洞，过了门洞右手是传达

室，左拐才是院子。房间是坐北朝南的正

房，铺盖显得挺干净，每个单人床上还挂

着一个蚊帐”。第二天早上从招待所东口

坐103路电车就可以到北京站了。

自从1927年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落

成，这里就是清华历史的一部分。1955

年，清华同学会将会所献给了学校。当时

学校在骑河楼街的校产占地大约有2000平

方米，有大小房屋约三十余间。因年久失

修，于1994年进行了改扩建，新改建工程

建筑面积约4100平方米，地上三层、地下

一层，新建筑总体格局采用了“抬高了的

四合院”形式，即于三层顶上和高起的屋

顶围合成两进四合院庭院形式，从院外看

好似建在山坡地上的一组“四合院”。

近百年时光流逝，如今的会所建筑位

于骑河楼街33号院内，西靠北池子大街，

南临骑河楼街，东近北京妇产医院。曾经

见证历史、传承感情的骑河楼清华同学会

会所已渐行渐远。

今年四月，母校清华迎来了112周年

校庆，清华校友总会也已历经了110年历

程，而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只是其中的一个

片段、一个缩影。一百多年来，清华人最

大的自豪，就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祖

国壮美的事业；清华人最高的荣耀，就是

把自己奋斗的足迹印刻在民族复兴的伟大

征程上。

2023年4月30日，武晓峰（中）、高朝阳（左）

接受校友总会采访

深圳校友会：四十年风雨见彩虹
○杨  帆（2010 级博，航院）

2023年是深圳校友会成立40周年。40

年风风雨雨，见证了一代代清华人投身特

区建设，筚路蓝缕，玉汝于成；也见证了

深圳校友会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成长为

拥有院系专业、行业、兴趣爱好等机构的

大型校友组织。“我们生逢伟大时代，必

将肩负使命担当。”深圳校友会会长武晓

峰在接受校友总会采访时激动地说，“深

圳校友会将继续助力校友成长和深圳‘双

区’建设，不辜负母校、总会和广大校友

们的期望，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从学生工作到校友工作

199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武晓

峰老师曾经担任学校研究生工作部部长。

“那个时候虽然是做学生工作，但是也接

触到不少校友工作。”武晓峰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