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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23 日 下 午， 清 华 大 学

104 周年校庆前夕，一年一度的励学金颁

奖大会即将举行，一位 82 岁的老人迈着

轻快的步伐来到会场。他，就是受邀刚刚

从上海赶来参会的清华校友励学基金捐赠

人黄均德学长。

黄均德学长，1956 年春毕业于清华

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曾先后在哈尔滨、北

京、长沙等地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工

作，曾任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院长，改革开

放后调入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后任规

划局副总工程师。2006 年至 2013 年，黄

均德学长先后三次向母校捐资设立“清华

建五校友黄均德励学基金”，用以资助家

庭经济困难的清华学子完成学业。

在参加毕业60周年同学聚会的间隙，

黄均德学长接受了校友总会的采访。眼前

的这位老人，惊人的记忆力，平静淡泊的

心态，温文尔雅的谈吐，丰富的内心世界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当年的系馆是清华学堂，教室就

在二楼。写作业、画图都在系馆完成。当

年国家领导人对清华大学非常重视，刘少

奇就亲自到我们系馆，看我们画图，这件

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我们那时候是以勤补拙，因为各地来

的同学基础不完全一样，不像现在水平这

么整齐。你可能这门功课好点，他可能那

门功课好点，大家互相帮助，所以我们连

星期天都来到图书馆。不但是平时早来占

座位，星期天都来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宿

舍里啊实在太挤了，一屋 8 个人上下铺，

中间是张长条桌，就坐在床上这么做

功课了 。一般都是希望到图书馆学习，

环境好，座位好。

在美丽的清华园，在大师们的书

桌旁，黄均德学长和同学们度过了终

生难忘的四个春夏秋冬。他们不仅掌

握了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培育了一

种团结奋进的乐观精神，铸就了为事

业总是全力以赴、追求最好的执着心，

形成了一种经历磨难也无法摧毁的意

志力。毕业前，黄均德学长所在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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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班成为清华大学第一批先进集体。走出

校门，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大家都成

长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和新中国建设的主力

军。

我毕业后先分到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

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当时在哈尔滨，清华

大学的刘恢先教授去当所长，负责筹建，

我们就跟着他到哈尔滨去了。半年后也就

是 1956 年上半年，由于刘恢先教授是土

木系的，他后来是搞地震的，跟我们这个

建筑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就回到

了北京。

当时国家建委要在北京筹办建筑科学

院，我们就到了北京。后来又合并到了建

工部（当时国家建委叫建工部）成为建工

部下面的建筑科学研究院，叫中国建筑科

学院。我们那时候是少数人分到地方搞研

究。本来学校里也留我当研究生的，后来

因为我家庭经济上的困难，研究生只有一

点补助，没有工资，我要养家啊，所以就

算了。就这样到了研究单位搞

设计。

当时是汪之力在那里做院

长，一直干到大约 1965 年，

又把我调到建工部的科学技术

局去了。

经过十年的实践和锻炼，

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黄均德

业务日臻成熟，即将迎来大展

拳脚的黄金岁月，可惜由于历

史的原因，他和同时代的很多

知识分子一样，只能在时代的

风雨中艰难前行。

才干了一年，1966 年就“文

革”了，所以 1966 年以后就

没有正儿八经地干业务。到 1969 年又下

放到干校去啦，那时有个林彪通令，就是

备战备荒，实际上是跟苏联的形势比较紧

张，整个北京中央机构的这些事业单位的

技术人员都疏散到“小三线”去了，我们

就到了湖南。原来“小三线”是要到湘西

去的，湘西跟贵州交界那是三线，后来，

我们到了长沙，就把我们留在那了。我就

到了湖南省的建筑设计院 ，在那干了多

年。当然前几年还是搞运动了，真正地做

业务是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大

概 1978 年以后才走上正轨。

在湖南省设计院的时候，我到过一些

城市，比如岳阳，还有一些县城，长沙市

本身也要规划，也搞了一些建筑设计。

1983 年我做了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院

长，到 1986 年三年任期满就没有连任了。

因为要调回上海去，上海家里就老母亲一

个人，没有子女在身边，所以按照政策可

以照顾回上海。

1952年参加建校劳动的建筑系学生与建筑工人的合影。
后排左 2 黄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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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年又兜回去了，我中学读的是南

洋模范中学，中学出来考到北京清华去了，

最后兜了一大圈又兜回到上海了。

80 年代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年过半

百的黄均德幸运地被调入上海市城市规划

管理局，先在总工办负责上海住宅小区规

划的审核工作 , 后任局副总工程师兼政策

法规处处长 , 负责城市规划政策法规起草

制定和上海历史建筑保护工作 , 直到退休。

退休后又先后被规划设计研究单位聘用工

作 16 年，直到 2012 年 79 岁高龄才完全

离开工作岗位。   

我为什么工作了那么长时间呢？退休

的时候我延长了三年，应该是 60 岁退休

我 63 岁退，退休以后呢，单位还叫我去

筹办规划局所属的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

让我做所长，这个所后来叫规划设计公司，

我就成为了总经理。

全日制工作到 74 岁，间隔地工作，

比如：周二、五去，一、三、五去，工作

到 79 岁。63 岁退休延长干到 79 岁，实

际上退下来，还是因为我老伴病重。我完

全不工作是 2012 年。2012 年 11 月我老

伴病重，所以这样我就不能工作了。

黄均德学长从小境遇坎坷，幸运的

是他从 1951 年进入清华后，学校不收学

费，生活费有国家助学金资助，因此顺利

完成了学业。所以他很感谢母校和国家。

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国家的培养，有责任有

义务帮助在校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他认

为，清华这么优秀的学子如果因为经济原

因影响学业，将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所

以2006年清华校友励学金项目刚一启动，

黄均德学长就成为第一批捐赠人。

为什么我要将我的积蓄捐献出来做励

学金，因为我自己感觉到有点遗憾，在我

最最黄金的时代，就是 30 多岁到 50 岁以

前，不能够放开手脚干工作。十年文化大

革命，十年以后 1976 年到 1980 年以前都

在调整 ，有什么大型建设、有什么城市

规划呀？哪像现在这么轰轰烈烈的。落实

政策，运动这事还没完呢，所以十几年没

能好好工作。

遗憾只能用时间来弥补，弥补办法就

是延长退休，给国家做点贡献。但是终究

已经到了晚年，而且主要是忙于规划设计

任务，没办法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

际上我们办这个公司，还要上交给规划部

门。你不能说这个干那个不干。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为下一代着想，现

在清华的学生都是全国挑选出来的最优秀

的学生，如果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影响学习，

很可惜，所以他们给我写信的都是山沟里

的娃娃 ，福建的一个女学生是渔村的 ，

家里是打鱼养鱼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学生，

他们都很优秀，看到他们给我的来信，心

里很安慰。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一定要捐

助励学金。

如今的黄均德学长，健康、乐观，以

豁达的心态，享受着幸福的晚年，老有所

2007 年与老伴在杭州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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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有所乐。

我嗓子不好，但是喜欢唱唱歌，在公

园合唱团活动，打打乒乓球，一个礼拜两

次，再加上电脑邮件、微信，我自己买菜，

有个钟点工，隔天来一次收拾家务，其他

的午餐简单的我自己做，现在生活就是这

么个状况。

曹操有一首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我给他改了几个字：

何以解忧呢，唯有杜康，杜康就是酒。

以酒浇愁愁更愁，现在何以解愁呢？我一

个孤单的老头，唯有三乐：知足常乐，助

人为乐，自得其乐。

黄钧德学长，清华学子感谢您！

2015 年 10 月，由清华校友总会、清

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联合组织编写的反映杰

出教育家何东昌同志贡献我国教育事业的

《何东昌纪念文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

式出版。

何东昌同志 1923 年 4 月生于浙江诸

暨，1941 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

后转入航空系，1944 年 10 月参加革命，

1947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

大学党委副书记，国家教委副主任、教育

部部长。何东昌同志毕生从事教育工作，

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为清华大学的建设

书讯

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集》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

平同志题写书名，收录了 106 张何东昌同

志生前珍贵照片，65 篇何东昌同志生前

好友、同事、学生、亲属撰写的回忆文章。

他们以亲身经历记述了何东昌同志对我国

教育事业的贡献，阐述了何东昌同志的教

育思想，缅怀了何东昌同志为人为事，忠

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品德，内容详实，

故事生动。

该书的出版也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和清

华大学发展历程的生动记载。（冯伟萍）

《何东昌纪念文集》正式出版发行

您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如春风化

雨，滋润着学子们的心田。正如一位受助

同学在感谢信中说的那样：

“收到您的捐助，我深感温暖与感激，

这份感激将伴随我的一生，化为我前进的

动力，让我更加奋进、更加努力，将来用

所学的知识回报社会，回馈母校。”

黄均德学长，这位勤勤恳恳，兢兢业

业，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不断奉献社会的

老人，用他实实在在的行动，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很多人，我们衷心地祝愿他生命之

树长青。

2015 年 8 月

（本文是清华校友总会和清华电视台

联合制作的同名专题片脚本 , 网址 http://

tv.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