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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真情
两岸清华情
○奚树祥（1958 届建筑）

大波士顿地区清华校友会

1992年在美国，我有幸被选为大波士

顿地区清华校友会会长。该校友会历史悠

久，由赵元任先生创办并担任第一任会

长，第二任会长是林家翘先生。我刚到波

士顿时，赵老还健在，第二年便仙逝了。

大波士顿地区指的是，除了波士顿市外，

还涵盖了周边纽黑文等几个城市，是美国

高校比较集中的地区，黄页上查到的高校

有三百多所，哈佛、麻省理工、耶鲁、卫

斯理等常春藤学校也分布在这里。因此，

大波士顿地区的华人教授和留学生也最

多。赵老创办的校友会素有一代帮一代、

互帮互助的传统，每年校庆都隆重聚会。

校友会的事情很杂，包括帮助新校

友，探望老校友，编辑和出版当地《清华

校友通讯》，编通讯录，为餐费筹款，组

织活动，等等。幸好一些年青校友帮忙，

我做完一届后卸任。

波士顿地区的清华校友会原分台湾和

大陆两个，但两岸校友之间的关系历来融

洽，经常共同举办活动，愿为两岸清华人

的海外联合出钱出力的人也不少。台湾会

长林信雄博士是美国知名的碳纤维专家，

一直主张校友会合并。经过商量，从1992

年开始两会正式合并，共同出《校友通

讯》和《校友通讯录》，共同举办校庆活

动，举行餐会。

1992年是清华建校81周年。这次校庆

活动由我主持，借MIT一间大型教室，两

岸校友踊跃参加，大家齐聚一堂互相问

候，共同庆祝母校生日。

前辈老校友黄中孚（人称“黄牛”，

1933届地质）特地从纽约赶来作了激情演

说，还表演了体操，真是老当益壮。建筑

系老校友谢文蕙也从外地赶来参加。美国

“中美关系研究之父”、曾在清华任教

的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费正清先生本来答应

参会，后因生病请夫人费慰梅女士代为出

席。这次校庆活动，新竹清华校友还作了

学术报告。当晚在波士顿中国城举办校庆

宴会，偌大一个大厅，校友们济济一堂，

气氛热烈，大家相互敬酒，举杯共祝母校

生日。校友会合并后约定两岸校友轮流

担任会长，普选产生。

访问台湾清华大学

1993年校庆时，我和洪同教授同时返

校参加校庆活动，住在丙所，彼此认识并

成为朋友。洪同教授是新竹清华大学的教

务长，他邀请我有机会访问新竹清华。不
波士顿校友会举办清华81周年校庆活动，

司仪宣布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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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我就访问了台湾，台湾清华在京兆尹

北京餐馆设宴欢迎。安排我住在台北金华

街的校友会馆“月涵楼”。楼内有一尊梅

贻琦先生（字月涵）的半身铜像。梅先生

曾任两岸清华的校长长达几十年，一生清

廉，对学校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备

受两岸校友尊敬，逝后葬在新竹校园遥望

故土，永远与清华同在。新竹和北京两校

同校庆、同校训、同校歌，梅校长在促进

两岸校友感情融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洪教务长还引领我参观了校园，瞻拜

了梅校长的墓园。墓园非常简朴，没有任

何贵重建材。洪教授告诉我，梅校长逝世

后，公告丧事简办，不接受任何祭品，只

接受一株松柏或者梅花树苗，去参观时，参

天松柏寄托了两岸众多校友的哀思和悼念。

新竹清华大学的校园很大，也很漂

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学校对学生课

外文化活动非常重视，也有一个像北京清

华灰楼那样的音乐活动中心，规模比灰楼

还大，图书馆的规模也可媲美北京母校。

教学楼前排放着大量学生的自行车，让我

回忆起清华园的情景，两校何其相似？作

为传承的精神象征，校园中心位置重建了

一个二分之一大小的二校门，表示台湾清

华的根在祖国大陆。参观校园之后刘兆玄

校长在办公室热情接待了我，会见时他表

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期待。

参与台湾清华系馆的设计招标

台湾清华的建设受到两岸校友的关心

和支持，例如原子工程馆的设计就是梅校

长委托1929届老校友张昌华先生负责，建

成后获奖无数。

1994年左右，新竹清华大学要新建动

力机械系、工业工程系和精密制造中心

联合教学楼。该楼是当时校园内最大的

建筑，学校为此举行了设计竞赛。当时我

兼任台北季兆桐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

师，学校邀我参加，但我是光杆司令，手下

仅有一个“兵”，老板要我在台湾做方案，

交印尼巴丹岛的年青建筑师完成竞赛图纸。

我在标书的首页放了一版大礼堂和清

华学堂的透视图作“开场白”，用意在激

发寻“根”热情。在方案设计阶段，我得

到当时北京母校负责校园规划的清华建筑

设计院总建筑师谢照堂学长的支持，提供

了一些清华校园建筑以及大礼堂前围合空

间的尺度等资料，对我帮助极大。

方案设计中我尽量输入北京母校的建

筑元素，例如采用清华学堂的标志性孟沙

屋顶，广场尺度仿大礼堂前的草坪空间

（北京清华为78m×195m，新竹清华为

80m×150m），尽量让两岸清华在建筑上表

现出共同基因，使人产生同根同源的联想。

收图后，学校举行公开展览，征求师

生意见，并做了群众投票。洪学长告诉我

此方案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得票最多。但

在委托谈判时，发现台北公司没有做后续

工作的团队，无法在台湾完成施工图，学

台湾新竹刘兆玄校长（中）会见，左为奚

树祥、右为洪同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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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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