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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30年了，我离开清华园也近30年

了。从毕业的那一刻开始，清华大学便不

再只是一个美丽的校园，更成为了我们的

精神家园。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和阅历

的增长，我们渐渐认识到，母校给予我们

的远不止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永不褪

色的精神支撑和文化认同。

我想对于许多同学来说，进清华是人

生的第一个巅峰。对于我而言，在之后的

许多次人生、事业上的攀越中，心里总会

冒出一个小声音：“你可是和全中国最厉

害的学生一起学习竞争过的，现在这点东

西算啥。”母校给我们的第一笔财富，就是一

下子让我们有了人生第一个“上帝视角”。

从一个海外校友的角度来看，母校非

常注重校友的发展，积极与海外校友保持

联系，建立和维护校友网络，为校友们提

供交流的机会，激发他们的创新和创业精

神，让我们时刻体会到了母校的强大后

清华精神 30 年
○邵旭辉（1988 级自动化）

盾。这就是母校给予我们的第二笔财富。

自动化系杨振斌学长曾经说过：大学

的成功在于校友的成功。我们的校友在各

国各地各个领域，无时无刻不在实践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我们用成就和言

行，一点一滴地润色清华的品牌。无论

我走到哪里，都有许多成功的校友激励我

们，帮助我们，给我们指路。这就是母校

给我们的第三笔财富。

我们一辈子会遇到许多的人。而能够

在一起吃、住、学习、欢乐5年的，只有

这31个人。无论我走到哪里，还是时间已

经过去了30年，这一群和我同龄、来自全

国各地的30个活生生的形象，总能随时清

晰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经常会和别的朋友聊起他们的同学，

每次我都在内心默默地再一次验证，我的

30个同学是最好的。无论是张元晖、王

然、徐志斌的学习能力，张涛、张衡的

领导才能，

莽世辉、李

昂的体育精

神，卓晴的

动手能力，

莫海平的文

学修养，宋

少卫的商务

和厨艺，陶

超全、秦漾

海、张斌的

才艺，关朝

晖、许东、自动化系校友庆祝夺得北美校友大会“马约翰杯”。后排左 6为邵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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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琼青、赵晓惠的幽默，刘鹏有延迟的发

笑，朱斌、郑强、刘铁燕的牌艺，马权、

朱暑冰、俞瑾的钻研精神，王晓辉不经意

吃了两顿晚饭，孙宇平、刘振生的大哥威

严，王伯彧的大姐气概，毕建国、郭永红

的热心张罗，都是最好的，没有之一。

大学是我们最青春燃烧的年代。每一

件事情都激动人心，让我们记住一辈子。

一年级的长城春游；我们班四个业余选手

（宋/刘/邵/莽）打破4×400系纪录；张元

晖（业余）拦住了校队主攻手的扣球；卓

晴给大家不断提供的免费电视；我和老莽

骑着自行车用1500元的酬金请到了煤矿文

工团的演出，临走时副导演在阳台上叫住

我们“就不开发票了啊！”过节时借用班

主任尤老师家大开party；荒岛在乱石地

面上的舞会；地下餐厅的卡拉OK；毕业

前的酒会，某两位同学喝酒喝断了片儿；

毕业送行的泪别；等等，相信每个人都有

说不完的太多的记忆。

1995年，我第一次坐13小时的飞机到

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就想，这和1988

年坐27小时火车第一次去北京上学比，就

是小巫见大巫了。美国的博士也不过如

此，我三年半就拿到了，看来在清华所培

养的学习能力是绰绰有余的。后来从科研

到管理，到做初创公司的技术创始人和大

企业的高管，我每次都觉得，有了当年在

清华年级辩论会，学校甲级团支部、优良

学风班、优秀班集体的总结汇报的历练，

管理再多的美国人也是可以轻松搞定的。

2013年我加入了清华企业家协会，第

一次开始直接体会到了咱们清华校友组织

的强大。之后通过企业家协会和北美清华

校友会，参与组织了在美西和美东的领航

计划，为在美华人的职场和创业提供义务

的每届6个月的培训，现在已经做到第9年

了。领航计划也充分体现了清华大学校友

团体在广大海外华人中的凝聚力和影

响力。

2014年我开始做天使投资，2017年

开始我和几位合伙人一起，成立了一个

基于美国硅谷的风险基金系列  Foothill 

Ventures，投资美国的早期深科技初创公

司。基金的中文名字叫“清源创投”，

纪念我们源自清华。团队不仅是以清华

校友为主，而且还有4位1988级同学的参

与——自动化系我本人、力学系王金林、

生物系何飚和材料系李宁。几年来，我们

参与了100多家公司的投资，其中包括约

30家由清华校友创立的企业。如此高的比

例，主要是对海外清华人科技创业的高度

认可。而其中深深的校友情，则反映在从

推荐、讨论、尽调、管理等每一个环节上

校友的参与，以及清华人的认真踏实、专

业求实的精神上面。

在我们基金成立早期，有一次一位在

社会上小有名气的研究人员来为他的企业

融资。他们的想法大胆新奇，也有一定的

科研成果做基础，可是在介绍的过程中他

随口说道，他当年曾经是某省的高考状

元，被清华录取后因为对专业不喜欢没有

去，后来又重新参加高考。我们作为清华

校友觉得这个情况太过离奇，就特地请了

我们在校档案馆负责的校友做了调查，发

现查无此人。于是我们对此人投了不信任

票，也不再继续和他讨论了，避免了可能

损失上百万的风险。

2015年，我开始锻炼长跑，以21公里

半马为目标。在美国各地的华人马拉松跑

步协会，“无体育，不清华”的校友们总

是最积极的组成部分。清华的体育精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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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建环专业成立70周年的线上庆

典，我坐在电脑前面，感动于五湖四海的

学长学弟们发来的祝福语，“七秩弦歌励

耘，你我传承，万千桃李芳菲，感念师

恩。愿新老校友，心系天下冷暖，情牵广

厦万间。”十年，一秩；七秩，弦歌。我

们这一届同学，本科毕业也整整20年了，

也开始回忆我们自己的弦歌。

从误会开始——“做环境设计
还是做设备工程？”

我们这一届高考生，都经历过电话查

分的紧张。还记得1999年7月中旬的那个

傍晚，当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指输入考生代

码，听到电话那头的机器语音依次报出

语、数、外、物、化的分数时，我暗暗握

紧拳头：清华，稳了！

是陪伴我们健康一辈子的又一个财富，没

有最强，只有更强。我每年的目标就是和

自己比，提高前一年的马拉松完赛时间。

虽然越来越难，却也是乐在其中。

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是高中生，会

陆续开始上大学了。这让我从一个家长的

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当年的大学生活。虽

然现在的孩子有着十分优越的物质条件，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世界级大学的软硬

件设施比我们当年有了质的飞跃；但我真

心觉得，如果她们的大学生活有我们当年

在清华的一半那么好，作为一个家长我就

十分满意了。我的老同学，我相信你们也

有同感吧！

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我们，经历

了可能是中国近代变化最大的50年。毕业

30年，这是一代人的时间。人生能有几个

30年？让我们定个小目标，为下一个更美

好的30年祈祷祝福。

邵旭辉学长（左 1）全家福

建环人说建环
○张  颖（1999 级建筑）

那一年是浙江考生第一次明分填报志

愿，出于迷之自信，浏览完清华的全部专

业之后，我几乎凭着第一眼好感就勾选了

三个热门专业。终于，在忐忑中盼来了

EMS挂号信，打开录取通知书，映入眼帘

的却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专业：建筑环境

2002 年 12 月，在建环专业的系馆门前合

影。前排右 2为张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