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料一页

清华校友通讯114

2021年4月，在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

期间，校友总会收到一份1952届航空系毕

业生夏武祥学长的特殊捐赠，那是一份保

存了近70年的《毕业辅导报告》记录稿。

记录稿是用钢笔直接书写在一本封面印有

“人民清华”的小册子上。夏老还在记录

稿前写下这样一段后记：

近日翻出此册，上面有我在66年前，
“清华毕业辅导报告”记的报告详细记
录，这是当时的实况。送给母校作为纪念。 
夏武祥（航空，1952届），时年86

岁，补于2018年7月 北京
校友总会将这本小册子转交学校档案

馆永久保存。为了能全面了解这份报告

的内容， 我受档案馆委托，对这份报告

（复印件）进行了辨认与整理，并将全文

进行了数字化处理。现将报告内容结合有

关历史背景和相关情况进行归纳与总结，

希望能使其成为较为完整的史料，以飨

读者。

一、报告的背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百

废待兴，百业待变。对于彼时仅在中国

存在半个世纪左右的高等教育事业而言，

发展方向、教育方针、教育方式、教学方

法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重新进行探索与实

践。而毕业生问题与所有这些问题紧密相

关，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高等

来自 1952 年的一份毕业辅导报告
○袁  帆（1975 级建工）

学校中的力量相对薄弱，对高等教育的领

导地位还未完全体现。党和政府对高等学

校的改革，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实行“维

持原有学校，逐步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

改良”的总方针。高校内部实行校务委员

会或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学校只建立

党总支，并未马上建立党委。即便如此，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将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旧大学，

改造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仍然是非

常明确的目标。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清华大学迎

来了1952年的毕业分配季。这一年的毕业

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继1950年、1951年之后

的第三届，有其特殊性。因国家大规模经

济建设需要，国家规定1949级的理工科学

生提前毕业，因此毕业生包括了1948年和

1949年两届学生。也就是说毕业生都是在

1949年10月1日之前招考入校，他们能不

夏武祥捐赠史料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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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照新中国的需要顺利走上工作岗位，

将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全国高等

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也已经开始，这一

年的毕业分配因此也多了一层划时代的

意义。

为了做好毕业分配工作，在中央人民

政府教育部的统一组织下，安排一些相关

单位的领导同志为北京各高等学校的毕业

生进行毕业辅导报告。其实，清华大学

从1950年开始，就已经有过类似的安排。

如据校史记载：1950年7月16日，“外交

部亚洲司代司长乔冠华来校做国际形势报

告，分析朝鲜战争的状况和前途；《人民

日报》社社长范长江来校做国内形势报

告”，等等。这也说明，对大学生进行毕

业分配思想教育，是从新中国成立初逐步

形成的传统，并一直坚持到1965年。

二、报告的概貌 

（一）报告人和报告题目
辅导报告一共分六部分，报告记录稿全

文约15000字。报告人和报告题目分别是：

1．蒋南翔：革命青年的人生观。蒋

南翔（1913—1988），时任团中央书记处

书记。

2．薛暮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薛

暮桥（1904—2005），时任政务院财经委

员会秘书长。

3．范长江：目前形势。范长江

（1909—1970），时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

副秘书长。

4．袁宝华：东北工业建设。袁宝华

（1916—2019），时任东北工业部秘书长。

5．安子文：人事政策。安子文

（1909—1980），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6．钱俊瑞：新中国的教育。钱俊瑞

（1908—1985），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二）报告要点摘录
1．知识分子地位

“知识分子在旧社会走的道路不是直

接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安排给他们的道路

是依附统治阶级的，只能作反动派雇员。

随着全国解放，已成为国家的主人，能为

人民服务，不再是出卖知识的雇员。”

（蒋南翔）

2．战胜困难的准备

“学习方志敏同志，长征中‘万水千

山只等闲’。要在任何艰苦环境中忘我地

表现坚定的革命情绪，对革命胜利有无比

的信心。”（蒋南翔）

“我们每个人和世界和祖国的斗争是分

不开的。如果我们的工作态度正确，我们成

绩好，就能够推动历史巨轮。”（范长江）

3．服从分配

“服从分配并非不自由，不是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就是自由！如过去学生毕业所考虑

的只能是饭碗问题，这不能算是自由，不认

识这点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蒋南翔）

蒋南翔、薛暮桥、范长江、袁宝华、安子文、

钱俊瑞（从上到下、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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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应在自己觉悟的基础上走上

祖国所需要的岗位，主动自觉！”“必须

从思想上，而不是单纯从组织上解决问

题，这才是正常现实爱国主义。自觉过程

即以工人阶级思想战胜某种错误思想的斗

争过程。战斗姿态出现，不要逃避思想斗

争！”（钱俊瑞）

4．教师的作用

“参加工业建设是建设国家，做

人民教师也是建设国家，是不可少的一

项。”“培养下一代是极其光荣的任务。

教师发挥的作用最久远，将新品质教给年

轻一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这项事业是跟随人类的存在而永远存在的，

看作昙花一现是不对的。”（蒋南翔）

“新中国人民教师是为人民谋幸福

的，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步步提高。教师

为工人阶级队伍中强大的一支。”

“认为教书麻烦是错的，革命事业没

有不麻烦的。毛主席在1945年说‘革命即

麻烦’。要做好就得辛苦。做教师不轰轰

烈烈吗？”（钱俊瑞）

5．“学以致用”问题

“实践总会突破理论的。不可能想象

人自己的工作不超出自己所学的范围，此

乃一客观的规律。了解了这点我们就可以

知道‘学以致用’只是个相对的问题。”

“客观提出的新的要求，要适应！认

识这点，能更有信心地去迎接新任务，发

挥积极性、创造性，做好工作。不要将一切

工作限制在自己书本的范围内。”（蒋南翔）

三、与 1952 年清华毕业生
有关的人和事

1952年毕业生包含了1948年和1949年
两年入校的学生。根据清华校史记载：

1948年录取新生432人；1949年录取新生

952人，转学生（含研究生）91人。两年

共计1475人。而在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

毕业名单中，共有1040人，其中：本科

生977人，研究生15人，专科生48人。而

1951年毕业人数是451人，这一年毕业生

增加了一倍以上。

这份毕业辅导报告文稿记录的时间是

1952年8月初，也就是说毕业生是在暑期

的8月份接受的毕业教育，到了10月份才

毕业离校的。就在他们离校之后的10月25
日，清华大学举行了院系调整后的第一次

开学典礼。10月27日，新学期开课。12月
31日，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

蒋南翔到任。从此，清华大学进入其历史

上的“多科性工业大学”阶段。

夏武祥学长记录的这份70年前的《毕

业辅导报告》，是了解清华大学在新中国

成立初期情况的一手资料，其文史价值毋

庸置疑，许多观点至今适用。读过后，我

夏武祥记录的毕业辅导报告原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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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想知道，聆听报告的那些清华毕业生

当年有何感想，后来都去了哪里，工作生

活情况怎么样？算下来，如果他们还健在

的话，都已经是90岁以上的老人了，他们

都还好吗？还记得这些报告吗？

先来看报告的记录者，夏武祥1932年
出生于北京，1949年17岁考取清华大学。

最初他是被地学系录取，进校后因为对飞

机发动机产生兴趣，以后就申请转入了航

空系。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湖南株洲的航空

发动机厂，在航空系统干了25年。以后随

着国家形势变化，一生中大的工作岗位变

化达八次之多，走南闯北，从国内到国

外，工作阅历丰富。1985年退休后却一直

“退而不休”，继续在能源领域从事咨

询、代理、顾问和翻译等工作。如今他已

满90周岁，辛勤工作了70年，却表示“只

要不倒下，我依然会笔耕不止”。因为他

深知：“照亮别人是我们的责任。”

我丝毫不怀疑夏老的能力，因为在70
年前听取毕业辅导报告时，他就能非常详

细、清晰地同步记录下报告内容，说明了

他的知识基础非常全面，文字表达能力非

常强。如今，在清华校庆110周年时，他

又写下《足迹九十春秋》的回忆录（发表

于《清华校友通讯》2021年夏季号），他

的清晰思路，翔实回忆再次从一个侧面说

明了当年清华毕业生的水平。

我在整理这份报告时，电话联系到了

远在北京的夏老。他洪亮的声音、流畅的

叙述加深了我对他的尊敬。根据他的回

忆，1952年8月的这些毕业辅导报告，报

告人并没有来到清华园，清华毕业生是在

学校分几次听的报告录音。他清楚地记得

他们班级被安排在图书馆，因此有桌子可

用，有椅子可坐，这就大大便利于他做记

录。记录稿是一次性撰写，并不是我原来

以为的“先记录草稿再整理誊写”模式。

报告记录稿全文接近1.5万字，对一个理

工科学生而言，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字基础

和综合能力，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完成的。

说到1952年的清华毕业生，其实我在

40多年前清华上学时就早有接触。我的

专业课指导老师陈肇元（1931—2020）就

是1950年考入土木建筑系的转学生。他在

1952年毕业留校后逐步成为我国著名的土

木工程教育家、土木结构工程和防护工程

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还在1984年至

1988年担任过四年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主

任，“育人无数，恩泽后学”。从他身上

反映出的认真钻研、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和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我的为

人治学都产生重大影响。

还有一位从未谋面，但却同样令我十

分尊敬的学长陈恬生（1928—2017）也是

1952届毕业生。她“三考清华”的故事堪

称经典。1948年第一次没有考取，1949年
再考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农业化学系”。

谁知这个系在1950年又奉命转出清华组建

后来的“农大”，她又再次参加考试，成

为1950年清华化学系二年级转学生。毕业

后她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

大学），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那

里度过了她的黄金四十年。她和那一代优

秀知识分子一样，不求回报，不计恩怨，

就像红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成为一代代学子心中的学术榜样和人生楷

模，被誉为北理工化工系永远的“系主

任”。

除此之外，因为陈恬生当年是一位

“校园活动家”，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

保健委员会的学生委员，我就顺便向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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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是否认识“陈恬生”。没想到夏老回

复我：“陈恬生同学我有印象，但彼此

不认识无交往。大一时她好像是农化系

的。那时可能我们都在化学馆201上过张

青莲教授开的‘普通化学’课（助教是

谢先生），用的书是Pauling著的General 
Chemistry。上课的有几十人，不认识的

很多。”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他说的

许多细节完全对得上，其中关于陈恬生

“大一是农化系”非常准确；化学家张青

莲（1908—2006）也确实在1952年之前担

任过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至于上“普通

化学”课的地点、所用的教材等信息也让

我们对当时的清华教学活动有了更详尽的

了解。虽然陈恬生和夏武祥在校时并不认

识，但是在70多年后却能产生跨越时间与

空间的“记忆交集”，这种特殊的机缘怎

不让人心生感慨！

我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查找了各种与

1952年清华毕业生有关的资料，发现在后

来的岁月中，从他们当中涌现出一大批在

各个领域中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人物。诸

如：物理系毕业的李庆忠、胡大璞，一位

是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专家，也是工程院

院士，另一位是核物理专家；航空学院毕

业的陈一坚、管德、李绪鄂、何文治等

人，都是我国飞机和导弹设计制造事业的

开拓者和领军人物；电机系的谢希仁、胡

树豪、柳浦生、徐穆洵、马业勤等人，都

在我国电子、计算机通讯事业发展中发挥

过巨大作用；机械系的陈家彬、陈传颖、

吴庆时、金宝华、巫宝瑜（女）、杜友竹

等，在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中都承担过重

要责任；营建系的陈志华、楼庆西、李道

增、关肇邺、刘小石、童林旭等人，都为

清华大学的建筑、工程学科教育发展做出

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当年有不少1952届毕业生走上

了全国多个高等院校的教师岗位，他们在

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不可磨灭。留在清华

当老师的，除了营建系的几位之外，还

有：凌瑞骥（电机）、罗福午（土木）、

黄延复（银行专修）、饶慰慈（社会）

等多位毕业生，他们在赓续清华教育传统

的“接力”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代。

另有一位1952年机械系毕业的潘君骅，

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光机电专家，并当

选工程院院士。2019年4月，一颗由中科

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并获得国际永久编

号第216331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潘君骅

星”。这也成为1952届毕业生集体的特殊

荣光。

很显然，这里提到的优秀人物无疑会

“挂一漏万”，但他们却是千百位清华

1952届同学的代表。当年这些莘莘学子一

起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清华园的巨大变

化，一起聆听了毕业辅导报告，按照新中

国建设的需要，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

并接受了时代的种种考验，演绎了一个个

影响后世的故事。他们在各自不同人生道

路上的奋斗经历，就是共和国发展历程的

缩影。每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中都有一

种莫名的感动。

2022年是1952届毕业70周年，我希望

能够通过解读这份特殊的史料，向所有老

学长表达敬意。正是这份珍贵史料才让我

们能够从中感受历史的真实温度，并将这

份收获不断地传送给后人，为他们的前行

提供来自历史的能量。这正是：

旧话重提温故知新，人文价值字字如金；
自强精神世代赓续，恩泽清华前途似锦。

2022年1月26日修订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