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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我们一把”

我名叫“雪漪”，两个字与“水”都

有缘，考进清华动力类便以第一志愿选择

了水动专业。听水利系主任介绍说“这专

业牵涉到水、机、电三大行业，某种意义

上是培养总工程师的专业”，不免沾沾自

喜。谁知一开学就觉得课程多、负担重，

我的动手能力又较弱，一碰到机械制图、

学钳工锉个平面等，就有些困难。再加上

一开始说不好普通话和过去六年女中生活

的影响，使我有点躲避与男同学交往；又

不小心被偷了两次，更增添了不少烦闷。

看看周围的女同学，似乎大家心情也有些

低落。这与动 02 班积极向上、努力争取

先进集体的气氛不大协调，心想我们女同

学可别拖了后腿。凑巧这时班上要我写一

篇墙报稿，于是我就写了《拉我们一把》

的短文。

没过几天，班上就组织了以“怎样尽

快适应大学生活，搞好学习”为主题的班

会，还请了兄弟班水 96 的学习尖子来交

流经验。这次班会真像一场及时雨，浇得

我清醒了过来。晚上我想了很久，想起了

班级的各次活动和一些同学留下的印象：

班干部汪广仁、田立言像老大哥似的谈吐；

上海同学姚耀武、曾道先、邱熊飞的朝气

蓬勃和幽默；班长张人范滔滔不绝的上海

普通话，逗得人直笑；徐葆耕富有文学气

息的发言，总是那么入情入味；秦惠承的

四川话最难听懂，他说的俄语也不大能听

清楚，但他在课堂上对俄语老师的提问，

却一点也不胆怯，等等。与他们相比，我

的心态差距怎么那么大啊！

于是我决定要加强自信，别人能做到

的，我要相信自己也一定能够做到；虽然

眼前语言、习惯等都有一些困难，但要有

毅力去克服；学习方法也要作一些调整，

要以各种方式与同学、老师多交流，要多

看参考书，多做比较与总结，提高分析能

力等。逐渐地我几乎像换了一个人，真的

是被班集体“拉了一大把”。

在越剧《梁祝》中饰演梁兄

从中学起我就是越剧迷，但只会唱不

会演。入学后第二年，在系迎新会上，朱

大姐（朱爱菁，我们的政治辅导员）拉我

在会上对唱了一段《梁祝》中的“楼台会”，

她唱祝英台，我唱梁山伯。从此，班上的

温馨一束永难忘
○周雪漪（1960 水利）

2012 年校庆、水电系成立 60 周年，动
02 校友在新清华学堂前。右 1 为周雪漪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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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就称呼我这个年纪最小的妹妹为“梁

兄”，还鼓励我参加了学校文工团中的地

方戏剧社。这个剧社里南方人不少，有越

剧、黄梅戏、锡剧、民歌等四个组。越剧

组最大，但缺小生，于是我一去就让我出

演《梁祝》中“十八相送”的梁山伯，这

也许是我同“梁兄”的不解之缘吧！校文

工团乘来京的上海越剧团到清华演出之

机，请她们对我们进行了辅导，这是我第

一次学习走台步、摆手势。

1959 年，清华文工团提出要大胆排

演经典大剧目，给国庆十周年献礼。话剧

团一马当先，决定排演《雷雨》。当时我

已是地方戏剧社的社长了，在大家的积极

推动下，勉强表示要排全本《梁祝》。对

此，越剧组组员的热情要比我高涨，副社

长杨和林更是主动承担了一切杂务，让我

全力投入主角梁山伯的排演。他将各方面

的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乐队（由地方戏

剧社各组支援）、舞台美术组（画布景，

打字幕，到教授家借家具作道具等）、服

装组（剧装租一些，买一些，自己动手做

一些）、联络宣传组等。全社上下都在为

《梁祝》尽心尽力，默默地做出奉献。

排演全本《梁祝》，角色安排怎么办？

凑巧 1959 年新生中来了个赵超林，她是

社会名人赵景深的女儿，演过昆曲，颇有

戏曲功底，越剧也有基础，就请她来扮演

祝英台。原来确定演祝英台的胡淑仙对此

也乐意接受，并发挥她多面手的特点，改

演了祝员外。曾与我配演过“十八相送”

中祝英台的周忆琴，主动请缨演了我的师

母。其他演员则由锡剧组补充。

我这个梁山伯纯属是赶鸭子上架。幸

亏在 1959 年暑假回家时，拿了学校开的

介绍信，到无锡市越剧团请求指导。他们

派了两位台柱演员，指导了我“楼台会”

一场戏。给他们报酬却分文不要，还说“清

华大学看得起我们，我们哪能要钱！”他

们的热情使我十分感动。后来在 1978 年，

我在看香港电影《三笑》时，发现其中演

唐伯虎的那位风流倜傥的小生，就是在无

锡教过我越剧的向群。一位名演员，无偿

辅导一个清华大学业余越剧爱好者，这也

算是一段佳话吧。

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每个星期六都要

集中，抓紧排演三个小时。校文工团话剧

队、京剧队的同学也来帮忙，并提出意见

建议。其中就有京剧造诣颇深的胡芝风，

她后来拜在梅兰芳大师门下，成长为著名

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大家各尽其职，互相

切磋，和谐相处，团结奋进，真是其乐融融。

由于大家的努力和密切配合，《梁祝》

演出效果不错，很快就收到了观众的一百

多封来信，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鼓励。为

了让更多的同学和老师能看到我们的演

出，后来，在我毕业前又演出了两次。在

总结时大家畅谈了体会，都觉得这次演出

是我们对越剧艺术很好的学习与体验，它

1962 年元旦，周雪漪演出越剧《梁祝》（饰
演梁山伯），获得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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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了我们的能力，陶冶了情操，提高了

文化素质，而且结识了朋友，增强了集体

观念，培养了团结合作的精神。

此时，我不禁想起了我在动 02 班最

要好的女同学李欣仪，是她提醒我要合理

地支配好时间，在参加较多的文工团活动

同时，要尽量多地参加班级活动，努力做

到学习、演出两不误。在那一年的“送西

瓜运动”中，她给我送了个“大西瓜”，

说我“不够任劳任怨；任劳还可以，任怨

就差些了”。这些爱护、关切的话语，我

至今仍记忆犹新。

2010 年，在老同学曾道先和夫人从

加拿大回校的同学聚会上，朱大姐和我又

唱了一曲 “楼台会”。如今虽然年纪大了，

底气不足了，但得到的掌声却更为热烈。

老同学张庄还将这一段录了像，送给我留

作纪念。

梅祖彦先生指导我毕业设计

1958 年我调入了半工半读班，后来

又回来与动 02 班一起补课，但做毕业设

计晚了一年。我的毕业设计内容以水力机

械为主，水工、水电为辅，最终由指导老

师梅祖彦教授汇总把关。我很珍惜这次全

过程的训练，比较早地就完成了所要求的

全部成果，送交梅老师审核。

一天，梅老师亲自到宿舍找我，我立

即跟他去了办公室，一看桌上已经摊好了

我的毕业设计报告和所有图纸。梅老师就

着这些材料一五一十地给我分析，指出哪

儿需要修改，哪儿需要补充，还在报告上

用红笔勾了出来，最后说：“报告书写得

太潦草，应重抄；有一张图太脏，应重画。”

见我面有难色，就严肃地说：“这不是件

小事，也不是要求太苛刻，这是每个清华

学子必须要的认真态度。”我被说服并照

这样做了，最后我的毕业设计答辩得了优

秀。我从此更深地懂得了养成严谨的科学

作风的重要性。

在我毕业前，梅老师又邀我到他家去

了一次。那时正逢困难时期，但他还拿出

了水果和饼干招待我。在聊天中，他不断

地让我吃一点，我不好意思拒绝，就吃了

两块饼干，感到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

食品，现在还回味无穷。

“四人帮”倒台后，梅老师成为九三

学社的中央领导人，全国政协常委。但他

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对学术一丝不苟，指

导学生孜孜不倦。他那么忙还主动每周

抽出一两个晚上，义务给我们几个青年教

师上英语课。1990 年，他介绍我加入了

九三学社。后来他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他每年总要用一定时

 1959 年，周雪漪（右 2）在水力实验
馆（旧水实验室）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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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最基层的人群中进行调研，否则觉

得没有发言权。有一次我问他对三峡工程

项目的看法，他说：“三峡上马时必须对

某些重大问题作充分的科学论证，将足够

的资料（包括正反意见）提供给人大代表，

让他们充分讨论，这样的表决才具有科学

性。”我很佩服他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

梅老师退休后，我曾劝他写书，他说：

“现在出书得先自己出钱，不好办啊！”

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正在为此筹款时，梅

老师却因肺癌病倒了。最让我感到难受的

是，梅老师临终的前几天，还专门坐车从

医院回到清华大学来，可当时是“非典”

时期，车子进不了校门，他只好请求司机

绕着清华转了一圈。透过车窗他仔细地看

了又看他曾生活、学习、工作过让他魂牵

梦萦的清华园，算是满足了告别的心愿，

然后默默地回去了。梅老师走了，但他的

教导与身影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回首走过的八十年生命历程，我眼前

即刻浮现出一幕幕人生各个时期的场景。 

我 15 岁时作为上海弄堂工厂里的一

名童工学徒，走进了同济大学里的“工农

速成中学”学习，然后又来到北京清华园

大学殿堂里学习；从山东“潍柴动力”的

一名科技工作者，到上世纪 70 年代初攻

克“Ｔ 704 工程”军工项目中的国产重型

坦克大马力发动机研制任务；从退休前一

名工业设计工程师，到退休后将近 20 年

的余热发挥者，我先后在山东莱芜、泰安、

烟台，浙江衢州、温岭，江苏常州、江阴

华西村，陕西西安、宝鸡以及浙江余姚、

慈溪等地的各类企业中，开发新产品并申

报各种专利数十项。 

我有幸进入过三所百年名校接受教

育——余姚朗霞小学、上海同济大学附属

工农速中和北京清华大学。我 1949 年从

朗霞小学毕业时，正逢新中国成立，当时

幼小的我在脑海里就非常敬佩浙东游击

队、新四军里的“三五支队”，何克希、

谭启龙等老一辈的英勇事迹，他们带领广

大群众赶跑了日本鬼子，解放了劳苦大众。

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我在家待了一

人生历练八十载
○倪桂樵（1963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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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