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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校长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

回首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岁月，往事依然

历历在目。

我1970年毕业留校在工物系和“200

号”工作。1985年初，我接受学校党组织

安排从“200号”调至校党委办公室给刘

达校长当秘书。那时刘达校长已从校长、

书记的位置退下来，任清华大学名誉校

长，同时他已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下设的教科文卫委

员会委员，主要任务是履行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职责，关注我国的科学教育文化卫

生事业的立法和执法问题。由于刘达校长

多年在高等院校做领导工作，因此特别关

注我国的各类教育的立法和执法问题。那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是彭真同志。

初次见到刘达校长这样的老革命老领

导，我觉得挺拘束的。接触多了觉得他不

在刘达校长身边工作的岁月
○孙忠智（1970 届工物）

摆官架子，也不摆老资格，挺平易近人

的。刘达校长的家乡在黑龙江省，我的家

乡在吉林省，我们算是东北老乡了，再接

触就感觉放松多了。秘书工作刚到任不

久，刘达校长就提出让我陪同他去沈阳市

考察当地的中小学教育情况。我们在沈阳

市领导安排下考察了几个中小学校，其中

有个小学是周恩来总理童年时曾读过书的

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沈阳市的基

础教育还是搞得不错的。

1985年春天，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南

方高校的教育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当时

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李传信约请刘达校长

和他一起到广州、深圳去考察学习，由我

和陈小悦陪同前往。第一站是广州市，

在广东省教委负责同志的安排下，我们考

察了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和暨南大学等

学校，这些学校都开展了校办产业的试点

工作，我们了解后受到一定启发。第二站

是深圳市，深圳大学党委书记罗征启是清

华校友，曾在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任职。

在深圳大学我们受到了热情接待。当时，

深圳大学刚刚建立一年，但校园、校舍都

已建得相当完备。我们在该校还见到了史

博文等从清华来该校工作的教师，他们之

中有人担任管理干部，有人搞教学和科

研。我们首先参观了整个校园，深圳大学

的校园布局很好，教学楼、学生宿舍、教

工住宅都盖得相当漂亮，教职工都分到一

套两居室以上的单元房，这在当时国内高

校中是令人羡慕的。接着我们又和深圳大

1985 年，刘达校长、李传信书记在深圳

大学考察，左起：陈小悦、刘达、李传信、孙

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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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校领导、教师、学生座谈。虽然建校

时间很短，但深圳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很

明确、很有特色，教师和学生思想都很活

跃，学生的学习环境很宽松，学生提出自

我管理，有强烈的经营意识，并开办了由

学生管理和经营的小商店，为全校学生和

教师服务。这些做法都是改革开放思想的

体现，对李传信书记和刘达校长都很有启

发，我也开了眼界，很受教育，这就是改

革开放的活样板。

在深圳期间，我们还参观了深圳的蛇

口工业区，受到工业区领导的热情接待。

工业区的管理层中有多位清华校友，工业

区里有一些高新科技企业也是清华校友开

办的，时间不长就已经营得很有规模和

特色了。蛇口工业区的发展速度真令人钦

佩。后来，我们还去了沙头角，这里是深

圳市和香港地区的一条交界地，建起了

“中英一条街”，经营各种商品，街这边

是大陆人经营的大陆货，街另一边是香港

人经营的港货。在街中购物，人民币和港

币通用。后来清华办起了“紫光公司”和

“同方公司”等，或许就是改革开放的尝

试吧。

1985年秋，刘达校长作为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参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组

成的视察组，赴贵州视察九年义务教育法

贯彻落实情况。我作为工作人员陪同刘达

校长前往贵阳市。刚住下来不久，当时的

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就到宾馆来看望刘达

校长及其他视察组成员，他谈到贵州省是

比较贫穷落后的省份，国民经济人均产值

全国倒数第一。听了之后大家感觉都很意

外，很感慨。视察组先听取了贵州省教委

负责人的汇报，然后分头去了贵阳市的几

个中小学视察。我陪刘达校长去了贵阳清

华中学，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清华校友创

办的中学，发展至今已成为省重点中学，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刘达校长在贵阳市期

间还参加了贵州清华校友会的聚会，代

表学校看望了在贵阳辛勤工作和奋斗的清

华校友代表。随后视察组去黔东南地区视

察，到了该地区的雷山县。这里是苗族、

侗族集居地区，是贫困落后的大山区。我

们一进县城街里就看到两个离得很近的小

楼，一个是砖瓦楼，另一个是竹楼。据当

地工作人员介绍，砖瓦楼是财税局，竹楼

是教育局，一比就知道教育的投资经费少

得可怜。视察组在县城看了几所中小学，

虽然简陋点，但还说得过去。第二天我们

又到乡村去考察，看了几所学校，有的小

学太简陋、破旧了，有的小学学生自带板

凳来上学，也没有像样的课桌，个别的是

用木板搭在土坯上当课桌。其中有一所中

学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它是建在一个馒

头山上的竹木结构教学楼群，这所中学的

住宿生是几十人挤在一间大屋内，学生自

己从家带口粮。特别是我们还见到一个很

年轻的英语女教师，她教高中课程，而自

己只读完初中。听了后大家都很感慨，这

里的师资力量太薄弱了。

刘达校长看了这些后，当即表示贯彻

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法的任务还很艰巨，他

虽然年迈体弱，但也还要为之奋力奔走呼

吁。视察组里有部分人还下到别的乡村去

视察，看到有的人家真是家徒四壁，所

有家当仅值几块钱，亲眼目睹了当时胡锦

涛同志所讲的“贫穷落后”。几十年过去

了，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坚持不懈地努力

下，2020年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

巨任务，贵州的面貌也大大改变。随后我

们又去了安顺地区、毕节地区。安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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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平坦，经济发展也好些。我们视察了

安顺一中等学校，刘达校长还应邀给安顺

一中题词留念，参观了飞机制造厂、铝箔

厂、蜡染作坊及黄果树瀑布等。在毕节地

区，我们考察了织金县的教育情况，这里

也是大山区，基础教育相对薄弱。

1985年底，刘达校长想去烟台大学看

看，再考察一下山东省的基础教育。我陪

同他前往山东，第一站是烟台市，我们先

去了烟台大学。烟台大学是个刚建一年的

大学，由清华和北大两校联合帮助组建，

两校都曾派出教师和管理干部，清华的杜

建寰老师出任党委书记，北大的沈克琦老

师出任校长。我们首先参观了校园，它离

海边不远，校园区不小，虽刚建一年，但

教学和生活用房等都已齐备，条件相当不

错。听了校领导和教师们的介绍，我们感

到烟台大学的教改工作也搞得不错，只是

思路没有深圳大学的人那么开放。第二站

是曲阜，刘达校长说搞了一辈子的教育，

孔子的老家一定要去拜访。在曲阜我们参

观了孔府、孔庙、孔林，了结了一段心

愿。我们还到曲阜师范学院去考察，该校

的教育气氛很浓，教师和学生都以

孔子为荣，以能在孔子家乡办学为

自豪。第三站是山东省会济南市，

我们在济南市考察了几个中小学的

情况，感觉山东的文化教育基础是

不错的，属于贯彻落实九年义务教

育法比较好的省份。

1986年4月，刘达校长应邀赴

哈尔滨市参加该市庆祝解放40周年

活动，我陪同前往。哈尔滨市是全

国第一个被解放的城市，它于1946

年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

造旧城市，发展生产，为全国解放

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相当大的物资保障。刘

达是黑龙江省人，曾任解放后的哈尔滨市

第一任市长，作为这次庆祝活动邀请的贵

宾，他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刘达校长

对哈尔滨市是很有感情的，这与他曾长期

在这里做领导工作有关。他还应约写了长

篇回忆文章《我在哈尔滨工作的前前后

后》，整理后刊载在《哈尔滨文史资料》

杂志上。不久我又陪同刘达校长去哈尔滨

市的高校考察。刘达校长在解放后曾长时

间任东北农学院和东北林学院的院长，因

此两个学院的领导和师生对刘达校长很有

感情，很敬重他。他领导的这两个学校都

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刘达校长在两个

学院分别会见了学院领导和部分教师，还

去参观了农学院的学生试验基地。在哈尔

滨期间，我们还重点考察了哈尔滨市亚麻

纺织厂、兰西纺织厂、伟建飞机制造厂、

哈尔滨汽轮机厂等。刘达校长很关心家乡

这些举足轻重的国有大企业的生产经营状

况，看到各厂状况都很好，他很欣慰。

1986年秋，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团赴湖

南视察九年义务教育法贯彻落实情况，刘

清华大学举行刘达同志从事革命工作 55 周年祝贺

会，与会人员留影，前排左 4、左 5为刘达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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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校长为视察组组长，负责这次视察工

作，我陪同前往。赴湖南的第一站是长沙

市，刘达校长首先听取了湖南省教委的汇

报。湖南是文化底蕴深厚的省份，九年义

务教育法贯彻落实得不错。刘达校长每次

开会前都吃点西洋参，他说可以提神，他

感到有些精力不足。会后我们视察了几个

长沙市的中小学，情况都不错。第二站是

衡阳市，我们先在衡阳市的几个学校了解

一下情况，贯彻落实得还好，紧接着又到

衡山县去视察，看了几个中小学，这里的

学校条件比市里的差些，但比贵州大山区

的学校要好多了。刘达校长说，贯彻落实

九年义务教育法的难点还是在老少边穷地

区。由于考察活动安排很紧凑，视察工作

没做完，刘达校长脑血栓病复发了，虽不

太严重，但也影响了视察工作的开展。刘

达校长原本想坚持到视察完，但为了使他

更好地接受治疗，早日康复，视察组还是

决定让我陪同刘达校长尽快返京治疗。

当时我的女儿还刚上小学，爱人在“200

号”加班，我曾经带着女儿和司机葛师傅

一起陪他去看病。女儿回忆说，那时她留

在车上背九九乘法口诀，背困了就睡在车

后座上，刘达校长看了也挺受感动。

刘达校长在任全国人大常委及教科文

卫委员会委员期间，不辱使命，尽职尽

责，真实体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可贵精神风范。

他的前半生戎马生涯，投身中国人民的

革命事业，后半生的四十多年在我国高等

教育战线从事领导工作，虽已退居二线，

但仍心系祖国的教育事业。他对中国的教

育事业做过深刻的思考，认为没有好的教

育，就出不了国家栋梁之才，培养不出大

量为国效力的有用人才，就不能富民强

国，更谈不上国之复兴及赶超西方强国。

因此他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要研究中国

之教育，必须从中国的基础教育和师范教

育入手作全面考察，这就是刘达校长深邃

的教育理念。他以年老体弱之躯，呕心沥

血，不畏辛劳，去实践他的理念。前任秘

书康春华曾陪同他从东北乌苏里江畔的抚

远县走到福建东海的厦门，陪同他下四川

上湖北，去安徽到江浙，走遍了十几个省

上百个城镇的各类学校。他走遍大半个中

国，每次都深入到教育第一线调查访问。

去贫困山区察看学校简陋的校舍，看课

堂，听教学，查考卷，评作业，还不辞辛

苦到教师家去拜访，同他们谈心，了解他

们的生活及思想和工作情况，倾听他们的

意见。除听取当地领导汇报教育工作外，

还要召集师生座谈会，他亲自主持会议，

出题目，与师生们共同研究探讨。每次考

察完都把最诚恳的建议和意见写入考察报

告里，为发展教育事业，以亲历亲为所

见，向当地政府呼吁，向教育主管部门呼

吁，向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反映情况。

刘达校长为人风格是做任何事情都坚

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他正是这样

说，也是这样做，才能如实地把我国教育

事业中的问题反映给高层领导。现在政府

增加了基础教育的投资，普遍改善了校

舍等教学条件，提高了教师的工资等，大

大改变了基础教育的状况。这些进步都是

与刘达等老一辈教育家的不懈努力分不开

的，他们功在当代，绩载千秋。

刘达校长当时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经常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外出

视察等，但作为清华大学的名誉校长，他

总是十分关心清华的事。一有空闲他就来

到学校的工字厅办公室，看看简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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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热闹的一大家人瞬间被分到各地干校，

见识过下了台的爷爷们即使借住在我家

双层床的下铺也还在讨论国家经济与政

治；上大学时已有了看着校长爷爷坐在台

上、耳边却是同学议论校长的那种淡然，

享受过爷爷的夸奖和五元钱的奖励；工作

了参加支教时爷爷的一封鼓励信带给我的

支持和喜悦，遇到困难时爷爷的指点带给

2021年是母校清华大学诞辰110周

年，也是爷爷刘达110周年诞辰，在这个

重要的时刻我收到清华校友总会的邀请，

希望我写一篇关于爷爷的纪念文章。爷爷

去世后纪念他的文章和书籍已经不少，

1996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达纪念

文集》，收录了爷爷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

领导和教职员工们撰写的纪念文章；2008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不弯的脊梁——著

名教育家刘达传》，以史料和故事的形式

讲述了爷爷的生平业绩、教育思想和人格

魅力；2012年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刘成栋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以上涉及

到的纪念文章和工作文稿百余篇，展示了

爷爷对教育体系建设的贡献和做人的榜

样。我也有幸参加了一些纪念活动，更加

丰富了生活以外的爷爷的形象。

回想我的成长，离不开爷爷的影响。

小时候吃过特供商店的“大白兔”，经历

态等校内外文件，听听李传信、高景德、

张慕葏等同志的汇报，了解学校当前的教

学科研基本建设情况和发展规划等，不时

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对有历史意义的建

筑建议保留或部分保留，他还建议学校基

建要把学生宿舍放在第一位。如今，紫荆

公寓学生宿舍区使学生的生活条件得到较

大改善，机械大楼、生物医学馆等教学科

研用建筑以及蓝旗营、荷清苑、双清苑等

教工宿舍，改善了教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条

件，这些正是刘达校长生前所愿。1986年

底，因工作安排变动，我不再担任刘达校

长的秘书，由校机关的刁俊山同志接替了

我。不久，我就转到其他单位去工作了。

刘达校长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但他在清

华的业绩将永远载入清华大学的史册。他

曾写过一篇《我与清华》的文章，文中写

道：“让清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安息吧，刘达校长，清华的师生员工

正在努力实现您的最大心愿。

2021年3月

爷爷在我心中
○刘丽东（1979 级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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