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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清华大学即将迎来110周
年华诞。“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

我，终生难忘。”朱镕基老学长的话表达

了清华人共同的心声。对每一位清华学子

来说，在清华园里度过的时光都是非常难

忘的，为每一位学子打上了深刻的清华印

记，清华园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当回

首在清华园度过的青春岁月，我心中就

会涌起无数的怀念、热爱、感恩、祝福和

期待。

1994年9月，我是怀着虔诚之心来到

清华园的，直到进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还有点怀疑，我也来到了清华园，这可

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是的，

当我徜徉于二校门，看到庄严肃穆的清

华学堂，古朴典雅的大礼堂，行胜于言的

日晷，水木清华的牌匾，特别是看到朱自

清、闻一多的雕像，还有闻一多雕塑旁镌

刻的“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

国，爱他的人民”，我确信我

就是在清华园，我已成为一名

骄傲的清华人了。

我在清华大学的学习分两

个阶段，1994年9月至1996年6
月，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攻

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双学位，

编在社双四班，有17位同班同

学。1996年9月至1998年6月，

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攻读思

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清华园里好读书
○刘福州（1996 级研，人文社科）

编在社研六班。当时由社双四班考取研究

生的有张磊、侯晓、徐传峰和我共四人。

张磊总分排名第一，我考了360分，排名

第二，但英语只考了50分，当时还担心英

语不能过线，幸运的是那年研究生录取时

英语划线刚好就是50分。张磊、侯晓和我

继续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传峰则调剂到教育研究所改为攻读教育学

专业研究生。

清华园的学习生活经历是我专业成长

和学业进步的重要时期和关键阶段。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

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中

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

格，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光荣传统，这

种充分体现民族自觉、深刻反映时代风

貌、高度凝聚大学使命的精神，深深融进

了我的血液和灵魂。我为什么要到这里

来，来到这里要做什么，将来我能做什

社双四班毕业照，1排左 2为刘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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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应该怎么做？这一切好像都在清华园

里找到了答案。

清华老师的教学水平绝对是一流的。

林泰教授的“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研究”，

开阔的视野、清晰的思路、深刻的分析、

广泛的联系、幽默的语言、亲切的互动，

让我茅塞顿开，哲学课原来这么生动有

趣，大学的课原来可以这么讲。林老师的

讲课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我，特别是在林老

师带领下，清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

研究方向主要是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这

一方向后来也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主攻方

向。李润海老师牵头的“科学社会主义专

题研究”课，采取的是团队式专题教学。

第一次课主讲的五位教师一起亮相，让我

们耳目一新，也大吃一惊。宋秦年老师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

读”，是让我们每人自选一篇研读，分别

撰写心得体会，然后要在全班课堂上进行

交流。刘庆龙老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论研究”，是让我们每人自选一个案例，

撰写不少于20000字的案例分析，除课堂

交流听取老师同学们的意见外，最后还要

结集出版。当然，樊富珉老师的“心理咨

询”、肖巍老师的“伦理学”、刘美珣老

师的“经济学”、刘元亮老师的“科技

史”、钱逊老师的“中国思想史”等也都

自成风格、各有特色，恕不能在此一一

列举。

实践教学也是清华大学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的教学特色之一。1995年6月暑假

前，在吴兴科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社双四

班一行十多人，从北京坐火车出发到南

宁，再从南宁乘汽车到北海，又从北海乘

海轮到海口，再从海口乘汽车到三亚，回

来时是从海口坐飞机直接到深圳，我们先

后到过十多家企业以及海南中国社会发展

研究院调研座谈、实地考察。回来后每人

要交一篇8000字以上的调研报告，并作汇

报交流。我记得我用“五个第一次”谈了

自己的考察心得，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

肯定。这次考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

次乘海轮、第一次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第一次马不停蹄地连续到了五个以上的城

市、第一次和全班同学一起做长时间调研

考察，相处愉快，收获满满。同时，我还

引用了一系列数据和观点，如我们要了解

1000年建城史，要到西安；要了解500年
建城史，要到北京；要了解20年建城史，

只能到深圳。1995年时，深圳就是改革开

放的排头兵。

除了上课，听各种讲座、观看各种文

艺演出是我的最爱。没有高水平的讲座，

就没有高水平的大学；没有高水平的文艺

演出，也就没有高质量的大学生活。清华

大学的各种讲座规格高、学术含量大。我

在清华园里就听过很多高规格、高水平的

讲座。印象中，先后听过朱镕基总理、李

岚清副总理的时事报告，听过钱学森、杨

振宁等大科学家的学术报告。更多的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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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高校的著名专家学者关于政治、

经济、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专题讲座，如

厉以宁、魏杰、刘伟、顾海良等一大批学

术大家的专题讲座。有时还与王家宝、李

福岩等同学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甚

至是中央党校等高校去听讲座。北大三角

地是我们每周都要去的地方，因为在那里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读书讲座信息。海淀

图书城和北大旁的风入松书店，也是我们

经常光顾的地方。同时，清华大礼堂的各

种文艺演出也很多，不知什么原因，我们

总能讨到演出的门票。特别是1997年7月
1日，香港回归日的大型文艺演出就是在

大礼堂前举办的，我有幸坐在最前排，近

距离地看到刘德华、王菲、那英、万山红

等一大批著名歌手和文艺明星的表演。清

华园也是各种名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如果

有心，完全可以和他们合影留念，如叶乔

波、邓亚萍等当时就是和我们同一年入学

的，有时上课或听报告就能遇到她们，但

当时我们对此毫无意识。

读研期间，受到导师刘庆龙教授的特

别关爱，终身受益，没齿难忘。一是，当

时刘庆龙教授主持全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

治状况滚动调查数据库的课题研究，每年

会举办相关培训和数据发布会，我作为

刘老师的研究生全程参与了这一课题的研

究和相关活动，结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

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和学者。二

是，当时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研

究生共同开设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

思潮前沿”课，这个课分不同专题分别邀

请北大、人大、中央党校等著名高校的一

流学者来授课，刘老师委托我联系和接送

这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使我能近距离接触

到罗国杰、宋希仁、刘殿卿、苏星等一批

国内最著名的专家学者。三是，刘老师不

仅关心我的专业学习和论文撰写，也非常

关心我的思想和生活。每当我爱人和孩子

来看我时，刘老师总是请我们到他家吃

一顿家常饭。特别是1997年初，我父亲病

重，刘老师多次批准我回老家照顾父亲，

关怀之情备至。1997年10月，父亲因病去

世，刘老师还送给我500元钱以表安慰，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解了我的燃眉

之急。这些无微不至的关怀，深深感染了

我。后来我在工作中也多次被评为优秀教

师、先进个人等各种荣誉称号，实际上是

受到了刘庆龙老师以及一大批优秀教师言

传身教的结果。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

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

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

的希望。

学习之余，我和同学们游遍了北京城

以及北京周边的景点。我记得入学不久，

有位校领导讲过一个观点，对我们影响很

大。他说，要了解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

心，有两个地方不能不去，一是天安门广

场，二是中南海；要了解北京作为全国文

化中心，有两个地方不能不去，一是国家

图书馆，二是北京音乐厅；要了解北京作

为历史文化名城，有两个地方不能不去，

一是长城，二是故宫。我印象最深的是

1996年的国庆节，我和同寝室的宋术学、

王春阁、李福岩等同学一起骑自行车，从

清华园出发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据说那

天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有20万人之多。

当我们从如潮的人群挤到最前面时，已是

汗流浃背，但兴奋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

更多的时候是利用周末，或全班一起爬长

城、游香山，或三五人结伴游延庆和康西



庆祝清华110华诞

清华校友通讯28

草原等景点。有时我们也邀请辅导员王红

老师和我们一起游玩，她可是一位非常不

错的游伴。除此之外，我还在郑章军同学

的推荐下，到清华、北大周边一些民办学

校代课，一是得到了锻炼，二是解决了生

活费用，一举两得。另外，读研期间，我

和侯晓得到了张磊同学多方面的帮助。那

时，张磊同学做林泰教授的助教，和学院

管行政、教务的老师很熟，所以在选课、

学分互认，特别是参加重要学术活动和评奖

评优等方面，给了我们很多指导和帮助。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很快就到了

毕业的时间，清华有个传统，就是老师同

学们要一起吃一顿告别饭，那种氛围既兴

奋又有点伤感。那天，林泰老师（当时担

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的一句话，就

让我们泪流满面。林老师说，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永远是你们的

家，随时都欢迎同学们回来！宋秦年老师

的一席话，我现在还会经常想起。宋老师

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毕业生，脑

子里要始终思考一到两个问题，要会唱

一两首歌曲，要会讲一两个故事，要知道

时代、国家、单位和家庭对你们的期待和

要求！

感恩老师，感恩清华，难忘的清华时

光，永远的清华园！“自强成就卓越，创

新塑造未来。”祝愿清华大学在110年发

展的深厚基础上绽放更加靓丽的风采！

2021年1月20日

刘福州，1964年生，安徽涡阳人。现
任浙江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
总支书记，教授。

一、赞校训

自强不息天行健，厚德载物地势坤。

人文日新行胜言，桃李芬芳自成蹊。

二、赞校歌

西山苍苍龙虎踞，东海茫茫云霞蔚。

吾校巍然中央立，志在一流中西荟。

格物致知勤学问，报国兴邦为己任。

栋梁英才摇篮出，歌赞园丁育新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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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二首

 ○周道明（1964 届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