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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只能将方案移交给当地事务所。无论结

果如何，这一经历表现出两岸清华人血浓

于水的兄弟情谊。

台北的清华人

我一度在台北工作。台北有一个历时

很久的小型清华联谊会，成员都是西南联

大的清华校友，其中包括黄达河、易君

博、叶宗宪、王钊鑫、林事勤、洪维公

（同）、陶海亭、梁维伦、刘绍唐、李祖

敏（模）、朱晋康、柴之棣、蔡孝敏、马

纬国、李达海、杨卓成。他们均是台湾当

时的著名学者、教授、政务官和大企业

家。每个月聚会一次，几十年来未曾中

断。那时两岸交流很少，突然发现一个北

京来的校友，大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

情，盛情邀请我参加。后来我又把高我两

届、因服侍双亲而定居台北的戴吾明学长

也拉进来，使联谊会变成真正两岸校友交

流的纽带。

聚会时常一起唱校歌，谈论清华和西

南联大的往事轶闻，以及他们参观访问大

陆时所见所闻。大家还对岛内正在滋生的

台独思想多有关切。当时多位学长因年事

已高，身患重疾，口齿不清，行动不便，

甚至不得不坐轮椅，但仍坚持由亲人搀扶

陪伴下前来参加聚会，令我十分感动。联

谊会还组织一些活动，我曾经邀请他们

到我工作所在的公司参观游览。1995年我

回大陆后，就不知道长辈们后来的情况

了。希望老人们度过幸福的晚年，百年后

魂归故里。                        2022年10月25日

档案，连接当今与历史的时空，承载

沧海变桑田的记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对档

案这个词的记忆来自于北京电视台一档名

叫《档案》的栏目。每一期《档案》节

目，主持人都会展现出丰富而珍贵的文

字、图片、视频、音频、实物等档案资

料，在抽丝剥茧中，档案带着我们还原了

一个又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缘由脉络，

让观众感受到档案的真实力量。

历史总在不经意间呈现着各种巧合，

伴随着这档最喜爱的电视节目，我竟然也

成为了一名档案人，更让我自豪的是，我

成为了一名承载百年风华的清华大学档案

人，有幸在厚重的历史档案中，去感悟

用心用情，让明天的历史更精彩
○杨雅曦（2011 级硕，经管）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

去奉献“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青春

力量。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我在校友总

会从事档案工作已有一年的时间，在同方

部浸透着历史和人文的小楼里，在紫清大

杨雅曦校友



荷花池

2022年（冬） 153

厦充满现代气息的办公区里，经历了最初

的懵懂，感受了校庆的繁忙，亲历了校友

的热心，深切体悟到一个清华档案人的自

豪与荣光。

 档案虽小，兹事体大，
这是一份讲情怀的工作

档案无言，却忠诚地记录着历史。今

天的档案，就是明天的历史。平凡的档案

工作岗位上，创造出的是不平凡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关心档案事业

发展，早在浙江工作时就指出，档案工作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经验得以总结，

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

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并明确提出了

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

现代化的目标。

虽是一名档案新人的我，却无时无刻

不在感受到档案工作的重要意义。正如总

书记教导我们的，我们昨天的历史、今天

的事业和明天的进步，都离不开档案。

在校友总会工作的机会，让我可以接

触到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历史的长河

中感受着档案的魅力。今年初，因校友总

会搬家，我在精心整理档案资料时，意外

发现了一份陈岱孙先生的手稿，是为西南

联大纪念碑碑文内容题写的修改建议，薄

薄的两页信纸，饱含着他对学校的真情和

对祖国的热爱，也记载了那段烽火硝烟中

的燃情岁月。陈岱孙先生生于1900年，是

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26岁成为哈

佛博士，28岁便成为了清华大学经济系主

任，他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

清华，被同学们亲切的称为“清华园里的

男神”。特别是在西南联大异常艰苦的条

件下，他与师生们一道，坚守着教育、学

术阵地，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优秀学子，为

抗战和国家经济建设积极建言，是清华精

神和家国情怀的代表。

这样一位在书本上才能见得到的大

师，我有幸能见到他的亲笔书信，在深受

震撼的同时，也备受鼓舞，我认真阅读和

研究了陈岱孙先生的生平，从中更加读懂

了我们国家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

也更加体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

一代代学子心中的沉重分量。受此启发，

我们校友总会也在抓紧整理校友的档案资

料，特别是默默耕耘在基层一线的年轻校

友，从中探寻一个个清华人的动人故事，

以期从中寻找清华人的家国情怀和精神力

量，激励当代清华学子满怀斗志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

 档案之道，贵在专精，
这是一份讲科学的工作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这世界上没

有废物，只有放错位置的宝藏。”这个道

理用在档案工作上，应该说，这世界没有

无用的资料，只有放错地方的档案。

一年的工作让我深刻感受到，档案工

作并不只是简单的资料收集、整理加工，

而是要在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引下，将档案

精准归集、科学规划、用心呈现的工作，

是一份需要专业、细心与耐心的工作，也

是一份常学常新、富于创造的工作。

作为一名档案新人，这一年中带给我

最大收获的，是参加了学校档案馆、职工

发展中心、继续教育学院组织的档案管理

人员职业能力提升研修班。作为一名清华

毕业生，这是我毕业十年后又一次在清华

校园里听课，短短2个月的时间、7次培训

课程，不仅重温清华大学严谨务实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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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风，更系统学习了档案管理工作理论

和经验，让我们能够从更高层面、更专业

的视角看待档案管理岗位的职能和要求。

通过学习，老师手把手教会我们如何开展

档案管理工作，更教育我们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争取不平凡的工作业绩。

带着研修班的收获，我开始用更专业

的眼光审视平日的档案管理工作。首先得

到提升的，就是校友总会合同档案管理工

作。此前，校友总会的合同一直是多头管

理、没有细分，想要找到一份过往的合

同，需要在庞杂的合同资料中一份一份地

查找，要花掉不少时间，甚至耽误了相关

工作的顺利推进。我着手将所有合同档案

分类，统一编号，录入计算机，形成电子

化档案。如今，查找校友总会任何一份档

案，都可以实现“秒现”，实现了合同档

案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大大提升了校

友总会工作效率。

 档案事业，用心用情，
这是一份讲奉献的工作

小情连着大局，细节关乎成败。档案

工作是一份不图名利的工作，更是一份需

要牺牲奉献的工作。

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司马迁的《史

记》，然而这样一部史学巨著能够流传至

今，却得益于司马迁的弟子郭禳，正是他

冒着欺君之罪被杀头的风险，将《史记》

中被皇帝下令烧毁的部分重新抄录并保

存下来，才让我们看到了一部完整的《史

记》。郭禳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中华文

明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从事档案工作，虽然不会有郭禳那么

大的风险，但牺牲奉献精神一点都不能

少。档案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需要

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这种奉献应该不计

任何代价、不求任何回报，几十年如一

日兢兢业业于自己的岗位，尽心于繁杂和

琐碎的工作。战争年代，老一辈的档案工

作者在硝烟与战火中用生命和鲜血守护档

案，现在档案部门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

好了，我们更应该把这种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继承好、发扬好。

在校友总会工作以来，我养成了每天

整理档案、每周汇总报告的工作习惯，虽

然这些都不是规章制度的要求，但我每天

宁可加班加点、宁可多下工夫花时间把每

一份档案资料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晰、整理

明白，因为我知道，在我手里承载的，是

一份份沉甸甸的责任，待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之日，待清华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

列之时，这些档案，将为人们讲述最灿烂

的故事。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李大

钊先生说过：“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唯以求真的

态度做踏实的功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

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成。”

身为清华档案人，是一份荣光、是一份责

任、是一份人生不朽的回忆。用心用情干

好档案工作，我愿把我的青春与汗水，汇

入清华明天的历史中。            
                                              2022年6月

水木清华    
○张唯真（1964 届工物）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