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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识乾坤大，愿怜草木青
○陈柯夫（2013 级汽车）

陈柯夫，2021级五道口金融学院硕
士。清华大学优秀学生干部，国家奖学金
获得者，北京市优秀硕士毕业生。

多年以前，我刚踏入清华，只觉得学

校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耀。那时候的我大概

无法理解，清华这两个字，回头望去时是

眷恋，迈步走出时是责任。

几个月前，我参加校园马拉松，在灿

烂的晨光里边跑边看着这个我待了六年之

久的地方，知道再过几个月，我就要离开

这个园子，开启新的征程。我在朋友圈里

写道：“怕时间来不及，对所有的花草

树木鸟兽虫鱼，对这片校园和校园里的人

们，都道一声珍重。”当我跑过一个个地

点——那对我来说不仅是地点，而是一个

个故事，一串串回忆。

教室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对于清华的期待，正是

在对于课程的期待中开始的。

我不曾想过机械制图要用那么大的纸

来画，每一点每一线都有其规章。在线段

交错间，我逐渐能看到一个个零件被车铣

刨磨而出，装配成经由三视图想象而成的

机械，严密而精巧的造物。我不曾想过

数学内能自成空间，在空间内重构加减乘

除，构筑起新的体系。“从我的逻辑里你

们可以得到任何东西”在当时只是一句被

调侃的话，但我开始逐渐理解那种自洽

感。我不曾想过在小学期中拆装需要两个

人抬着的曲轴，在腔室内的燃烧冲击下居

然能达到每分钟数千转，一些在纸上计算

出来的推力和扭矩数据以这种方式直观展

现在我面前。我也不曾想过国际经济金融

的惊心动魄与波诡云谲竟与我们如此之

近，国家竞争在宏观中观微观不断展开，

硝烟弥漫。我开始逐渐认识这个世界的科

学规律，也认识到知识的力量。

一教、三教、四教、六教、水利系

馆、汽研所，经过一个个地点时，我似乎

仍能听到老师的声音自耳边响起，让我再

回到当初本科课堂上的时光，那是无忧无

虑又如饥似渴的日子。

也想到在金融学院里，研究生两年的

时光，在1号楼，在3-300，在4号楼，老

师的声音响起又落，教室里的灯明了又

暗，身边的人来了又走。我学到了什么

呢？可能不止是知识或思维，还有老师们

的诚恳和踏实，还有面对未来的勇气。

图书馆

图书馆是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的分界

点。我对图书馆最初的印象，其实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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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裹挟——当身边的人都在图书馆自习

时，不去图书馆便成了一种罪过，罪恶感

以及担心掉队的恐慌感使我不得不经常出

没于图书馆。

但入校日久，心境渐定，也开始逐渐

理解图书馆于我的意义，那是一种独行与

同行的巧妙交界。于学习中，我确有独行

的部分，需要自己去思考、去沉淀；但亦

有同行的乐趣，知道有人在跟我一样苦思

冥想，本身就已是一种陪伴，更有同伴进

行思维的沟通与碰撞，尤使我欣喜。各类

考试前，我总和一两个同学在出图书馆的

路上聊着，聊着对知识的认识、对题目的

想法，互相查缺补漏。在晚上十点或十点

半图书馆关门的时候，路上总不会缺少披

星戴月的同学们。于月光下，自行车的前

行，现在想起是一种平静、充实和笃定。

我尤其喜欢老馆、逸夫馆和金融馆。

老馆给我的感觉是厚重，历史沉淀的

厚重。坐在老馆的窗边，偶尔累时抬起

头，看大窗被收束的窗帘掩成梯形，阳光

从窗户上部柔和地洒进来，我有时也会不

由得感叹生逢安定盛世，想起1933年的曹

禺，那“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

想起《横空出世》里1959年苏联专家撤走

时，那场透着压抑的雨夜舞会。

逸夫馆给我的感觉是本真，回归书本

的本真。穿过绿萝垂下的走廊，二楼和三

楼有几个夹层的小房间是我最喜欢去的地

方。于其中坐定时，背朝书架，面朝白

墙，左右是透明的玻璃，透过玻璃能看到

图书馆旁的绿草高树，看到西操的喧闹青

春，但这一切都被玻璃隔开，于是小隔间

内自成天地，人与外界亲近又疏离，于是

心思沉入书中，放松且专注。

金融馆给我的感觉是亲切，朝夕相处

的亲切。走进1号楼电梯，按下4层，电梯

打开，总能看到熟悉的面孔。小院很小，

同学之间的相处也就少了几分隔阂感，朝

夕相见中大家渐渐熟悉。图书馆中像是极

安静的朋友聚会，不需预约时间，也不需

预设流程，偶尔会跟几个久未相逢的同学

招手，也与熟悉的朋友点头示意，但更多

的仍是低头，享受聚会的安静。

食堂

刚入校时，每天必然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去哪个食堂、吃些什么。本科新生培训

时列在纸上的、老师特意提起的每个食堂

好吃的，很快我们便一个个都尝过了。在

食堂的出入中，我逐渐发现，食堂不仅是

美食的集散地，也是故事的集散地。

食堂里，能看到沉默吃着饭争分夺秒

的独行者，当他们吃完拿着餐盘站起身

时，我似乎能感受到那种轻快；能看到边

吃饭边聊着课题的同组师兄弟，吃什么似

乎已是其次，课题进展才是精神食粮；

能看到大桌上某组织十来人围坐一起，边

吃饭边开着会，聊着校园活动的策划和执

行；能看到实验室同聚一堂，某个师兄师

姐要毕业奔向远方，欢笑中带着不舍。

拔地而起的清芬，重新装修的紫荆，

夜宵丰盛的桃李……还有不是食堂、也已

经消失的小桥，都承载了不仅是关于美

食，还有关于人的记忆。

我也逐渐发现，上述所有的故事，我

都曾是其中一员。而后，我成了那个即将

毕业的师兄。

操场

发现清华“又红又专”的底色似是从

操场开始，“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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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体育，不清华”的标语，让体育这两

个字对我而言有了更多的意义。无论清晨

还是夜晚，操场上总会有正在奔跑的人

们，这让我觉得，操场是一个充满了青

春、活力和热血的地方。

不同的操场，是不同的记忆。紫操的

晚上，是快与慢的融合体，那里有努力奔

跑的人，并肩散步的人，牵手而行的人，

也有围坐聚会的人。东操的晚上，是喧闹

与宁静的交汇处，曲艺队的绕口令常在西

北角响起，伴着比紫操少上很多的跑者，

和柔软草地上躺着看星星的人。雕塑园那

条阳光长跑的道路，也给日常锻炼的平静

添了些许风景。

但跑着跑着，这段校园马拉松终究告

一段落。从操场开始，也从操场结束，一

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但它终究是改变了些

什么，比如，我的成长。

没有一段成长是一蹴而就的，它总与

耐心授业的教授、伴我同行的研工组老师

和身边亲密的好友亲朋息息相关，在漫长

的时间里，成长由量变到质变。我该如何

去诉说我的感恩呢？我与校园里所有的花

草树木鸟兽虫鱼，与这片校园和校园里的

人们，都挥手道一声珍重。

无尽的眷恋与不舍中，我在论文致谢

的最后写道：愿识乾坤大，愿怜草木青。

2023年9月

本文为1996级水利系校友、金地商置
集团高级副总裁李伟2023年4月在清华大
学校友励学金大会上的发言。

疫情三年之后，我再次回到越来越美

丽的清华园，倍感熟悉和骄傲。我很荣幸

也很惶恐能够作为校友代表发言。最初接

到校友会老师邀请的时候，我是真心推

辞，因为我为学校所做的，与今天到场和

没到场的校友们相比，实在有限。但校友

会老师说，我是学校助学金体系的受益

者，毕业后回馈母校，注资到“清华校友

谷兆祺励学基金”，体现了清华精神的传

承。那我就和大家讲一讲清华对于我们这些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子提供的帮助和给我们

人生带来的重大影响。

我来自于内蒙古赤峰市的偏远乡村，

来清华读书前，没出过赤峰市，没坐过火

做清华精神的传承者
○李  伟（1996 级水利）

车，没见过电脑。为了省钱，开学前我独

自一人坐着绿皮车来到北京。可能也是因

为这种劲头，一入学就做了班长。大一时

因为家庭困难，生活拮据，难免会有自

卑的心理和不安的情绪。老师们了解情况

后，及时帮助我和一些困难同学申请了学

校的助学金，解决了日常生活费用的问

题。同时，我又积极参加了学校的勤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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