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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有幸，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五字

班的一员。

建五为什么这样好？这个命题有点先

入为主。记得我们上大学时看过一部电影

《冰山上的来客》，主题歌是《花儿为什

么这样红》。而当时校刊《新清华》也曾

连篇登载了表扬“先进集体四好班红建五”

的长文短评、插图照片。从那时起，我们

建五班一炮走红。所以，从“花儿为什么

这样红”，信口吟唱成“建五为什么这样

好”，仿佛也在情理之中。

时过境迁，五十多个春夏秋冬过去，

“红建五、建五好”确实不是短期炒作，

他们好得很真，好得很铁，好得很长，好

得很雅！

咱建五人的本性好

瞧 瞧 咱 建 五 班

花 名 册 上， 共 计

九 十 多 位， 性 别 比

是“ 三 人 行 必 有 女

生”。 如 果 加 上 越

南和西班牙留学生、

病 退 者、 代 培 生，

号称“百人大班”。

一个个天真烂漫的

风 华 少 年， 后 又 经

历 寒 来 暑 往、 摸 爬

滚 打、 厮 混 煎 熬 一

直 到 老， 始 终 理 想

未泯，童心犹在。

尽管百人百面，但依我看来骨子里头

是同一种本质。我们同学踏入社会，在人

生舞台上登场，无论穿工装、着官袍、裹

西服，还是披军衣、套戏衫，其内心终究

还是学生腔调、儒家习气、君子风度般的

正派角色。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建五人磊落坦

荡、重义轻利、知恩图报、珍藏良知。尤

其是六年寒窗，大家苦读勤学、相濡以沫，

每个人自觉不自觉地愿意成为“未来国家

栋梁”之角色。建五为什么这样好，天性

使然也！ 

大学六年，风平浪静

在1959—1965年的六个寒来暑往中，

大家主业就读都颇用功；也参加劳动，学

建五为什么这样好

○应　朝 (1965 建筑 )

2015 年校庆日，在母校新清华学堂台阶上，建五班返校同学合影
留念，庆祝毕业 5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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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淳朴，拜拜工农；人云亦云，红专辩论，

练练口才，敲敲警钟。也毕竟处于三年严

重困难时期，难免面呈菜色，腹空脸肿，

但大家学业为重，练就专业基本功，日后

还挺管用。

我们庆幸大学毕业就有饭碗可端。感

觉上清华六年怎么那样漫长，一旦分配面

临分手又有某种纠结。也好在，无论如何

都能吃上“大锅饭”，端平“铁饭碗”。

1965 年金秋，建五学人，男女纷纷

上路，各奔前程，他们头顶清华光环，身

烙先进集体红建五的标记，在各自工作单

位，折射出这些名牌招贴所派生的效应。

虽非家族，亲如手足

大伙儿进了清华大学，与自己年纪相

近的青年人相处相融，大家从陌生到熟悉，

主观感觉上多少有点异奶同胞的影子，随

口称兄道弟、呼姐喊妹，一个班如同一个家。

虽然我们生在旧社会，但长在红旗下，跨

越着两个世纪，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

在大学期间，每每“不幸成了病号，

月底没了饭票；或少年遇到烦恼，春雪融

化欢笑……”建五人早就明白，同学就是

一块儿求读的伙伴，容不得你选择的兄弟

姐妹。这种“感觉”一直延伸到今日。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平

心而论，这个红建五班集体中，确实有那

么好几束令众多男生悦目养眼、相思心仪

的花儿蓓蕾。“男女搭配，景观才美”，

正因为有了这些个宝贝，使我们建五颇为

默契的男女情感画面，无论是定格下载，

或是游离忽闪，都突显生动精彩、难以忘怀。

同学间男女情感在精神层面上是不会

老化、枯谢的，自然演化长达半个世纪

后，建五班人际关系亲近和睦，似乎更加

有了共同的集体记忆与习惯的亲缘认同。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一种不可言喻的吸

引力、难以捉摸的支配力、气场飘忽的凝

聚力，反正潜力无穷，合理生动！

大家说了算，钞票省着花

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建五小资情调，

人性本能，似乎春风吹又生。同学通讯录、

老九联络员，纷纷出笼。为了追寻一点失

去的青春，大家倾心协力，各显其能地为

“红建五”这个精神框架添砖加瓦。当“大

官”的力挺建五集体香火，竭尽一己之力，

给大伙以关照；做“大师”的更乐意一马

当先，出工出力，不辞辛劳；“大款、大

腕”们，也乐得友情赞助、慷慨解囊。

我们还有民办财务大臣，管理处置积

存的豆腐账，明细清晰，一目了然，有钱

省着花！建五还搞成助学基金，用良知报

恩，回馈国家，奖掖后生。如此这般，建

五岂有不继续好下去的道理！

没上没下，平身故交

建五同学年纪不断变大，但“三大差

别”却在不断变小。现在大家都老了，从

前按一岁两岁的差别计，如今都按花甲古

稀的层次来论，个性、习惯、脾气、腔调

都磨合得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你尊为

“爷爷”，咱也当上“外公”。人到黄昏

时分，看上去几乎一样的金秋晚霞、银丝

白霜，这使得同学相处更趋随和、热忱、

平等。

我们从小被传统文化赋予“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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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见颇深，如今，大伙统统全成了“过来

人”，老了更趋向无欲无求、无怨无悔，

过去的神经过敏、防范臆测也更趋于简单

纯朴。

关于地位差别，我班人才济济，不乏

仕途明星、官场精英，但印象中他们戴上

乌纱帽后，对老同学从不会威风八面、官

腔十足。慢慢地时间一到都得退休、让位，

感觉大伙更是平头百姓。你看，同学聚会

大伙集结，又可以直呼其名，还夹杂着绰

号，也可以勾肩搭背、不拘礼节。

最忆四川玩、江南游、东北旅、台湾

行……我们的同学多多少少都沾了光鲜、

出点风头。建五为什么这样好？上上下下，

协调关照，没上没下，平身故交。

笔耕不辍　班门齐弄斧 

从年少气盛的自我陶醉，老了转而开始

表达对自己同学的欣赏赞许。为某师弟获奖

载誉而由衷称颂，为某诗人作家出书而美言

好评，为几则联谜几幅书画而叫好捧场……

这并非世故客套、逢场作戏，而正是老同学

之间，文化气质上息息相通，技艺功底上惺

惺相惜，精神慰藉上悠悠相牵。

这些年，建五出版了好多书，有的如

“演义”，有的似“家谱”。

建五是读书人，离不开书。我们毕业

三十周年开始出书，乐此不疲。其实建五

班每个人都是一部“书”。他、她、你、

我用自己的性情禀赋、言行举止各自铸成

其“独家评书”。同学之间，闭着眼睛也

能彼此解读。

同学中，佼佼者有各式文稿著作等身，

不少人倾其一生集结文存，文风习习，书

香阵阵。最近几十年，全班笔耕、群策群

力地出书，你数一数吧，真可谓“班门齐
弄斧”。

班里出的书，是精神纽带，维系着每
个人的情感；是写作园地，任凭大伙笔墨
耕耘；是“兰台”宝库，留下各位蛛丝马
迹“信息档案”。只希望，多少年后世人
还知道，“清华建五班” 的男男女女，
曾经有名有姓、有模有样、有说有笑地存
在过、生活过。建五为什么这样好？答案
可到书里找！

网络时代 , 精彩生活

身处网络时代，该是多么精彩。建五

班也与时俱进，结成一张好网。犹如一种

可促成集体持续相好的介质，铺呈信息动

态，张罗活动打算，粘合心得观点，编织

惦记思念……即使远隔千里也不感觉遥

远。瞬间发生的建五大事小情，立刻能网

上知晓，可生“天涯共此时”那样的诗情

画意。

你瞧我们的网上生活，有主有客、有

发有跟、有问有答、有唱有和、有捧有逗、

有文有图、有喜有悲……居然还有非本班

的网友，端着得意之作，自投建五罗网。

过去，我们见面往往有一句：“你吃饭了

吗？”如今成了：“你上班网了吗？” 

建五班这九十来人能够凑到一起，相
聚相识、相知相往，这不得不说是“缘
分”。在下语无伦次，拉拉杂杂地编排出
以上“建五为什么这样好”的若干条理由。 

我们建五班，一届三班，男女两性，
六载同窗，九十来人，毕业后五十余年，
从四面八方赶集百次聚会，还弄出六七本
合著，七八千则网讯……这些事迹恐怕在
校友圈内也并不多见。连我们的清华师长
都称赞我班是“人文建五，建五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