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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坝水电站落闸蓄水，绥江境内原本桀骜

不驯的金沙江已成为百里长湖，如今展

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清澈、平静、祥和

的美丽画卷。穿梭在金沙江上的已不再是

排水量仅百余吨的“划子”，而是载重数

千吨的轮船。除了大宗的沙料、矿石等货

物外运，水路已不再是人们进出绥江的通

道。北上南下，东去西往的陆路交通网已

基本形成，现在驾车从绥江沿岸边宽阔

平坦的高等级公路去宜宾只需一个多小

时。从绥江到省城昆明全程高速公路，自

驾6个小时可达，去成都则更为快捷。如今

的绥江已不再闭塞，进出绥江的道路已

是通途。

当年，金沙激浪不仅开启了我的人生

旅程，也激励我知难不退，迎难而上。缘

于“金沙江”和“清华”都与水有关，

以及我对水特有的情结，毕业后我自愿

选择去了一个以水为依托的“三线”军工

单位工作，所学的无线电技术与信息系统

专业，应用场景便从空中沉入了水下。从

此，复杂的水声环境成了我的生存空间，

水下装备成了我的发展平台，“服务海

军，奉献国防”成了我的人生目标。

受益于在清华打下的基础和所学的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

我在水下试验、水下装备研究及系统研制

方面能有所建树和发展。我从1989年开始

主持项目工作，先后有十余个项目分获省

部级一、二、三等科学技术奖、科学技术

进步奖，工作业绩与质量获得上级部门的

高度认可，曾被授予国防科技工业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

四十多年沧海桑田。我们必须感谢这

个时代！

在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

和很多校友一样，为建设美丽的清华园

捐赠了一把长条椅。在过去的十余年，这

把长条椅静静地摆在近春园北侧路旁，不

知道坐过多少人。在椅背上，不仅刻有我

的名字和来自哪个院系班级，更重要的是

刻有一句我的赠言：“清华育我，我爱清

华。”这八个字朴实无华，但确是我与清

华三十余年的真实写照。

清华育我

1988年我从北京八中考入清华大学自

动化系。清华一直是我向往的大学，通

清华育我，我爱清华
○张  涛（1988 级自动化）

过自己的努力我终于实现了。虽然不知道

在自动化系要学什么，将来要从事什么职

业，带着对自动化满满的好奇，我迈入了

自动化系的大门。那时候我从没有想过，

自从进入清华园那一天，就一直在这里学

习生活了十余年。从本科到硕士、又到博

士，成为名副其实的“三清团”的一员。

当我戴上博士帽，离开清华园，走向世界

的时候，我已届三十而立之年。

在清华园我多次聆听过自动化系李衍

达院士的一句名言：“要想为学，首要的

是学会为人。”清华的光荣传统，特别是

清华从建校至今涌现出的一批大先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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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国、奉

献、敬业”是清华的特征，也成为我为人

的准则。

在清华十余年的学生时光，把我从一

个普通的中学生培养成为能够独立从事科

研、具有一定教育和管理能力的人。在本

科期间，丰富的知识每天都在冲击着我的

大脑。在电脑前我学会了编写软件，而且

软件程序一直是我教学科研的有力工具；

在实验室里，我学会了开发制作电路板和

简单的电子设备，大三就独立制作了一台

半导体收音机；在金工实习车间，我和同

学们每个星期都一起边学习边劳动，一个

学期让我们掌握了车、铣、刨、磨、镗、

钻、铸造、焊接、钳工等各种操作技能，

真正领悟到“软硬兼施”的动手能力是如

何培养出来的。

在研究生期间，我从查文献调研开

始，一步步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完成第

一个调研报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在

国际学术会议上第一次宣讲科研成果，第

一次踏出国门，第一次经历一年多的海外

联合培养……这一切都见证了我的成长。

所有这一切都要衷心感谢我的每一位老

师，特别是我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胡东成

教授。他的为人和奋斗经历是对我最好的

教诲。最后，还必须要强调在清华一直从

事社会工作对我的帮助。我真正感受到了

清华创造的“双肩挑”制度对育人有多么

重要。我也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

我爱清华

从清华博士毕业后，我开始了海外

的留学工作经历，一晃近7年就过去了。

2006年，在清华的召唤声中，我又回到了

自动化系，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

回到清华园，自己的身份由当初的学

生转变成了一名教师，教学、科研和管理

开始充实自己的每一天。我的教学是从最

基础的工作开始，回校工作的第一年就担

任了班主任，招收到了自己指导的第一位

研究生。作为班主任，从迎接新生入学，

到四年后圆满地送走了每一位同学；作为

研究生导师，我的实验室已经毕业了三十

余位硕士生和十余位博士生。回校第二年

我就站上了清华的讲台，面对本科生和研

究生，开始讲授各种知识。到现在我已经

从事课堂教学15年，讲授十余门课程，几

千名学生聆听过我的授课。这应

该就是我给予清华、给予我的学

生们最大的贡献。

在清华从事高水平科研也是

我回母校的期盼。所以，我一回

到自动化系，就马上加入科研团

队，开始紧张的科研工作。随着

国家对科研越来越重视，科研投

入越来越大，清华的科研水平也

在快速提升。我也越发充满了干

劲和期待，希望在清华也做出像

在国外一样的创新性成果，甚至班里同学们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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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某些方面可以

引领本领域的发展。通过十几年的努力，

这个目标在逐步实现，一项项高水平的成

果，一篇篇高水平的论文在不断出现。我

的内心感到了满足和欣慰。

在清华，学校和自动化系给予我足够

的信任。回国第一年，我就开始参与自动

化系的管理工作，从教学到科研、行政、

党委、人事等。在自动化系近十几年的发

展历程中，我都流下过辛勤的汗水。在清

华的每一天，我都把对清华的爱全部倾注

到工作中。在过去的16年，我的不懈努力

和奋斗充分体现了我爱清华。

最后，想再次重温毕业时在《新清

华》上写给同学们的短文。我想说：毕业

三十年，清华把我培育成才，我把我的才

华全部奉献给了清华。我挚爱我的母校，

衷心祝愿清华的未来更加美好！

写在收获的季节——献给自82的兄弟姐妹

5年，同作家笔下一幅历史长卷相比
微不足道，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
却是举足轻重。如果翻开我们的生活记
录，似乎平平淡淡、循规蹈矩。每个人的
身影，绝大部分的时光，跳动在三点之
上——教室、宿舍和食堂。
但就是在这平淡之中，我们对清华园

产生了感情；在这平淡之中，我们建立了
友谊；在这平淡之中，发生了许许多多
难忘的故事；在这平淡之中我们渐渐长
大，渐渐感到自己的责任，感到自己身上
所积蓄的能力和力量⋯⋯有人曾经说过：
“只有当失去的时候，才能感到存在的珍
贵。”这恐怕是我现在的心情之一。
大学之初，我们带着一种自豪、一种

热情迎接着每一个黎明，即使充满生活的

仅仅是教室、是课本，也不会有人为此感
到痛苦、感到单调、感到孤独。慢慢地，
我们感到大学不过如此，渐渐从最初的狂
热之中冷静下来，整理一下头绪，开始
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开始思考今后的人
生，憧憬自己的未来。此刻绝大多数同学
懂得了要“充实自我”。就这样，我们度
过了5年，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翻出
过去的照片，看看现在的你我，每个人都
变了，不单纯是外表，还有许多许多⋯⋯
写到这儿，我的思绪渐渐被众多的回

忆充满了。很难说大学给我留下了哪些最
深的印象，但我可以说出曾经给我留下印
象的有什么：
说不出，清华的桌椅用过多少；
说不出，清华的教室里上过多少课；
在荒岛，中秋晚会，生日的祝福；
在主楼和宿舍，新年的快乐，愉快的

party；
忘不了，一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

阳》唤起我们对集体的爱；
忘不了，一次次小型舞会、卡拉OK

添进我们生活多少色彩；
我的耳畔，回荡着金工车间里车床的

飞转声；我的耳畔，似乎总伴随着教室里
老师的教诲声；我的耳畔，能够识别出每
个同学的声音；我的耳畔，交织出5年生
活的一曲壮丽交响乐⋯⋯
古人云：“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让我们充满豪情，放眼蓬勃发展的
祖国，把握社会所赋予我们的机会，去
冲向蓝天，奔向大海，开创事业，创造
未来！
虽然我们分离，但5年的经历就像一

条金色的纽带，永远把我们连在一起，把
我们和母校连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