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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河南一个不知名的小镇考入清

华的，上大学之前去过最大的城市就是省

会郑州，还是因为参加省里的生物竞赛。

作为一个典型的“小镇做题家”，来到清

华之后沦为“学渣”简直是必然的。回想

起在清华七年的求学路，仍有太多的感慨

和感怀。

“你怎么连这都不会？”

作为“小镇青年”来到清华，面临的

最大挑战首先是得能够把课程“扛”下

来。上课听不懂，可以回来看教辅资料；

作业不会做，可以等同学做完了拿来“消

化”，但大一时真正为难的是C语言的大

作业和大学物理的实验课，整个人都是懵

的，完全不得要领。

C语言调程序一个通宵都弄不通，恨

不得抱着键盘哭；大学物理实验课都要下

课了还做不出结果，恨不能拉着老师衣角

恳求再给几分钟。有一次实验课，实在搞

不出结果，拉着旁边的同学求救，被同学

直接怼了一句：“你怎么连这都不会！”

我现在早已记不得是谁说的了，但当时确

如五雷轰顶一般。因为这话太熟悉了，这

不就是中学时我给别人讲题的口头禅么！

如今风水轮流转，自己被同学怼，恨不得

找个地缝钻进去。是啊，你这个“天之骄

子”，怎么连这都不会！

那天，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荷塘边，

朱自清先生笔下那“田田的荷叶”就好像

一张张仰天长啸的大口，口口都在呼喊：

你不用光芒万丈  但可以温暖如光
○赵瑞海（1999 级机械）

“你怎么连这都不会！”一度我都在怀

疑：“我为什么要来清华？干嘛不去个一

般的学校优哉游哉地混日子！”

当然，放弃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骨子

里自强的信念支撑着我重新审视眼前的困

难，可能是中学太顺了，没有提前预习准

备的习惯，现在遇到要自主完成任务就

露了马脚。于是，我开始不断地跟自己

说：“我怎么能连这都不会？”默默告诉

自己：“不要慌，你行的！”查资料、想

办法，慢慢积累，那些难题也就不再是难

题。被现实打回原形，重新认识到自己只

是个普通人，要用最笨的办法、下最苦的

功夫才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清华教

给我的第一课。

清华本科教育一直强调“厚基础、宽

口径”，四年本科读完了，才发现还是学

了那么多东西。理论课程不说，单是动手

的实验课就有一长串：从原始的车、铣、

本科期间完成控制课程大作业，与同组同

学合影。左起：万科、赵瑞海、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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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磨、钳，到先进的激光成型、数字制

造；从经典的力学、光学、电学实验，到

数字钟、电梯控制程序和远距离检测元件

组装；从实验室SRT项目、重工制造厂生

产实习到毕业设计完成一个独立课题。

但相对于课上学到的东西，从“你怎

么连这都不会”到“我怎么能连这都不

会”的转变，才是带给我一生的重要收

获。毕业这么多年，无论是在什么岗位，

无论遇到什么难题，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不要慌，你应该会的！剩下的无非就是静

下心来找思路，一步步做功课罢了。

清华讲“自强不息”，我自己的体会

是，一个人只要努力克服内心的羁绊，努

力去成就更好的自己，就是最基础最根本

的“自强不息”！

“工科生也懂爱？”

靠刻苦读书考上清华的，特别是我们

这些工科院系的男生，大多都比较内向甚

至木讷。尽管不擅表达，但并不代表我们

不懂得爱。在清华园里，有我们热爱甚至

于崇拜的师长，有朝夕相处的伙伴，当

然也有朴素真挚的爱情。如果没有爱的滋

养，我们这些“学渣”恐怕也无法坚持到

最后。

公认的大学课程第一关是“微积

分”。看课本似乎不难，但老师一讲就像

是在听天书，作业稍微难一点就更是毫无

思路。教我们微积分的是高策理老师，不

管是学术还是教学都非常过硬。一开始上

他的课我们总想抱怨点什么，抱怨大阶梯

教室找不到上课的感觉，抱怨老师讲课太

快，一堂课扫过几十页实在“没人道”，

好像微积分学不好总有各种客观原因。

后来有段时间高老师摔伤了，换了一

位老师来代课。可能是早已习惯了高老师

的风格，听新老师的课我们又是一百个不

习惯。直到有一天，高老师突然拄着拐杖

出现在教室里，把拐杖归拢讲台边，用手

扶住讲台说：同学们，以后继续由我来给

大家上微积分！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几

秒种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

就是一群工科男对一位老师最真挚的爱。

对我而言，我觉得微积分之所以学得还不

错，有一半要感谢高老师当年那一摔，让

我懂得了失去过才懂得珍惜。

清华是一个讲集体主义的地方。我们

年级四个班，我所在的班级凑巧也是个

“学渣班”。头两年下来，全系前三十名

中我们班只有三四个人，后三十名倒是一

大堆。虽然大家嘴上说：清华嘛，有人第

一就要有人垫底。但辅导员可坐不住了，

大三刚开始就安排我们开主题班会，带领

大家好好抓抓学风。

作为班里首任团支部书记和时任学习

委员，我自然被安排作为主题班会的主要

组织者。大部分活动内容已经记不清了，

只记得在新水的教室里，班里有位家境很

差的同学，回忆起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

时父亲的骄傲，反思现在不努力学习是多

么不应该。在他讲述的时候，我默默打开

了背景音乐，反复播放刘欢的《从头再

来》：“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

回忆……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

待眼神。”这场班会后来到底起到了多大

作用我不知道，只知道有好几个同学当场

就落泪了。

人的一生，不可能因一次短暂活动发

生彻底改变，但人生的波折和美好，又何

尝不是被这么一次又一次触及心灵的感触

所串联起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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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节的时候，我们为班里唯一的女

同学精心准备礼物，这让一群工科男感受

到宠着别人也是一种幸福。学生节的时

候，我们作为观众、演员或工作人员参与

全系狂欢，这让一群书呆子能有渠道表达

对集体的热爱。“非典”的时候，我们响

应学校的号召，在校园内安静地学习生

活，用这种方式来诠释我们对祖国和人民

的爱。

清华讲“厚德载物”，我自己的体会

是，一个人只要珍惜爱、懂得爱也愿意给

予爱，他就一定能做到“厚德载物”。

“清华人该啥样？”

因为是“学渣”起步，我算是后知后

觉，好多事情都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去思

考。读研时，导师曾攀先生给了我很大的

影响。那时候，曾老师刚刚40岁，早已是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担任了机械系主

任，但他最看重的却是教书育人。

曾老师每周要组织课题组研讨，定期

给每个研究生进行学术指导，同时也一直

坚持不离开讲台。他的“有限元原理”课

不仅享誉清华，很多北航、北科大的研究

生都要溜进来旁听，将教室挤爆，后来更

是搬到了线上，火遍了学术圈。他编写和

翻译的几本有限元课程教材，也一直是国

内最受欢迎的教材。

为了能兼顾科研、管理和教学，曾老

师每天工作时间都很长。晚上九点多离开

实验室后，回家还要再工作三四个小时。

后来，我自己走上工作岗位后，每当遇到

任务繁重、分身乏术，想要放松一下的时

候，我就会想到我的导师。像曾老师这样

功成名就者尚且对自己如此严格要求，我

又有什么资格懈怠呢？

读研究生的时候，响应学校号召，一

直在做“双肩挑”辅导员。因为这个原

因，结识了更多特别优秀的同学，他们也

给我很多启发。

跟最优秀的同学同行，让自己更清楚

自己就是个普通人。来自计算机系的蓝总

是技术大拿，一个管理系统人家叫几个兄

弟闭关几天就捣腾出来了；来自经管学院

的丁丁是辩论高手，就没有他接不上来的

话、说不过的理；来自汽车系的冰妹是超

级学霸，成绩单上就没几个不是100分的；

来自精仪系的江哥则是超级社会活动家，到

哪儿都是他的朋友，任谁都买他的账……

知道自己不如别人，才不会夜郎自

大，才能时刻都以一颗谨小慎微的心，兢

兢业业去做好每一件事情。跟最优秀的同

学同行，也让自己更理解优秀来自何方。

涛哥口才不好，但事事冲锋在前、收尾在

后；倪导看似性格柔弱，却是心细如发、

从不出错；还有大男孩小贺，胖嘟嘟的外

表下是永远都能涌现的新主意……在这个

团队里，我才真正理解到什么叫尺有所

短、寸有所长。只要做好自己，谁都可以

是最优秀的一员。

不光是老师和同学，这个园子里的每

一个人，都在用他们的行动深刻诠释：作“非典”期间的篮球赛后合影。后排右1为赵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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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清华人应该是啥样？

就在我们所住的28#楼下，就有一位

著名的“小桥师傅”。我们入学前他就

在那里修车，毕业时他仍在那里修车。小

桥师傅手艺精湛，为人也最公道，能补胎

的绝不会让你换胎，能矫正好的小毛病就

绝不会收材料钱。就是这样一个普通手艺

人，很多人毕业时还专门去跟他合影。

“小桥师傅”给我最大的触动是，虽然我

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一定能做出什么伟大成

就，但都可以用自己的技能、人格赢得他

人的尊重。

清华讲“追求卓越”，我自己的体会

是，人生的际遇总是难以预料，但如果无

论顺境逆境都能恪守原则，做到让身边人

尊重，那就是“追求卓越”。

写在最后

一转眼本科毕业已经20年，参加工作

也十七八年了。回首往事，自己从一个清

华“学渣”一路走过来，是清华教会了我

如何自强不息、如何厚德载物、如何追求

卓越。

虽然自己资质愚钝，再加上努力不

够，至今也没有什么可以跟母校汇报的

成绩，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哪个岗位

上，我们都一直在尽己所能做好每一件

事，善待每一个人。我想，平常最大的幸

福就是，听到有人因为我们的工作说：清

华的就是不错！  

谨以此文，感谢母校的教导，并恭贺

母校112周年华诞！

清华园——我的力量源泉
○姚  璐（2009 级美院）

我在清华美院环境艺术设计系本科毕

业后继续攻读设计学硕士，硕士毕业后进

入北京林业大学，成为了一名青年教师。

今年是我们九字班毕业十周年，早在年初

秩年的氛围就已经扑面而来，勾起很多有

关我们这一级的美好回忆。这段时间里我

在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清华对我的影响到

底是什么？对比在校的生活和工作后的经

历，我也发现了其中很多有意无意的关联

和传承。

我的专业是环境艺术设计，进入专业

之初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非常重视实地调

研，没有到真实的场地中走走就开始做图

是肯定不行的。我们班级同学也经常在各

种“设计场地”中走走逛逛，一开始在

北京，后来组队去徽州，然后是瑞士、米

兰，等等。在美院的学习让我认识到，艺

术来源于生活，设计更需要对真实环境空

间的体悟，有真切的场地实践经历和感

受，才能激发设计灵感，才能真正做到

姚璐（中）与她的学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