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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夫妇在清华园已学习、工作、生

活了 60 年，见证了清华大学的变化和发

展，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厚的情感。

马钟璞 1956 年由东北大学毕业后分配进

清华电机系任教，葛长华 1953 年考入清

华电机系学习。当时高等院校刚完成院系

调整，清华大学已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

学，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走“教

育、科研、生产”三结合的道路，提出学

校“既是教育中心，也要成为科学研究的

中心”。我们有幸成为贯彻三结合教育方

针的实践者。我们不仅见证了几十年学校

的发展，也是教学、管理和学校建设的参

加者。学校在培养人的过程当中，十分注

重德智体全面发展，注重对能力的培养，

蒋校长讲的“猎枪和干粮”的故事，寓意

深刻，使我们受益匪浅，而且传承给了我

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女儿葛华，1992 年 7 月毕业于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获优秀毕业生光荣

称号。她是清华附中高 855 班的学生，由

于德智体全面发展，成绩优秀，高三上学

期时，清华大学招生办提前确定她为保送

生。当时北京大学以及清华的几个系都想

要她，她选了清华电子系。根据清华因材

施教、快速培养优秀人才的精神。系领导

建议葛华可以提前旁听，于是 1988 年春

季就进入大学，随电子系 1987 级无 72 班

上课旁听大一下学期的课程，1988 年秋正

式进校以后，按教务处规定补学了大一上

学期的课程，直接进入了大学二年级学习。

提前入学可缩短大学的学习时间，是

清华给她的良好机遇，可是一边学习新课，

一边补学大一上学期的全部课程，这对她

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为此，我们

帮她制定了补课计划，除制图课外（该课

必须听完课再做作业，考试取得成绩），

其他课一学期内全部考试通过，而且成绩

优秀。第二学期课程的考试也都是优秀，

最低的成绩是高等数学 85 分，讲课的李

欧教授赞扬说：“葛华数学大一上学期是

自学的，学习努力，概念清楚，思路敏捷，

答题简明扼要，可以随二年级上课了。”

这学期的经历增强了她的学习自信心，培

养了自学能力，为以后学习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葛华从 11 岁小学五年级开始至高中

三年级，一直在体院业余体校训练跳高，

进清华不久就被吸收到校田径代表队。在

我们下一代的清华人在成长
○马钟璞（教）  葛长华（1958 电机）

1988 年葛华（左 1）入大学后全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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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优秀的集体里，许多老队员和教练员

对这个新来的小队员特别关照，她很快就

融入了这个温暖的集体，每天下午课后田

径场是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每年春季校田

径运动会，她都要代表电子系参赛，跳高

第一名非她莫属，附中时最好成绩为 1.7

米，其他竞赛项目只要让她参加，她都敢

于担当。在校参加过四次春季田径运动会，

共获得奖牌 9 枚，参加北京市高校田径运

动会，四年共获得奖牌 7 枚，为电子系、

清华大学争得了荣誉。

大二下学期，她觉得课程负担不重，

萌生了强化英语的想法，我们俩和她哥哥

都表示赞同。在她上初中时，我们三人就

因为她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形成一个共

识，戏称她为我们家的“大熊猫”，从各

方面关心照顾她。因为她最爱吃鱼，即使

再困难，我们每周都要想方设法给她买一

条活鱼吃。

为了支持她学习英语，我们全力以赴

买了一台价格昂贵的“随身听”（SONY，

WALKMAN），帮助她提高听力和口语。

经过一年半刻苦努力，她进步很快，1990

年 1 月参加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

优秀，同年 6 月参加六级考试，成绩合格，

均授予证书，因此以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

的英语都免修了。这次经历是对她自学能

力和勇攀高峰精神的又一次考验。

当时清华校系社会活动比较多，葛华

都能主动积极参加。她学习成绩优秀、德

智体全面发展，深得校系领导的认可。于

1989 年 11 月获得清华大学“一二·九”

奖学金，她第一次获此殊荣特别高兴，激

励她更加勤奋努力学习。

课堂听课认真，课后做作业效率就很

高，有时间和精力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她

在 1990 年 5 月电子系第二届“探索者”

科技竞赛中获成果奖。课外科技活动培养

了她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

1990 年 7 月，教委直属高等工业院

校第三届田径运动会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举行。她代表清华大学参赛，获女子甲组

跳高第二名，成绩 1.72 米，这是她当时

的最好成绩。两年多来在清华田径队训

练，不仅跳高成绩有了提高，虚心为人的

品德也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和增长。教练员

安排她参加什么项目，她都能服从，勇于

参赛，这次运动会上让她参加从未训练过

的跳远，她跳出了 5.19 米的个人最好成绩，

虽未进入前三名，但是重在参与的精神获

得了教练和队友们的好评。类似的情况以

前也有过。1988 年海淀区中学生运动会，

她获得了高中组 100 米跨栏第一名，成

绩 16 秒 11。我们觉得很奇怪，问她什么

时候学会跨栏？她说在体院业余体校训练

时，注意观察过跨栏组的训练，有时自己

也练过几次，就这样学会了。她这种善于

在清华跳过 1.73 米破校女子跳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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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敢于创新的精神，在田径运动方面

也颇有成效。

1990 年 9 月开学后，教研组负责人

问她，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有一位研究生的

研究课题中，有一批高空等离子层的彩色

照片要用计算机图像处理，取得相应的数

据和图表，你敢不敢接这个任务？她略加

思考之后，就果断地答应了。经过一个多

月的努力，终于很好地完成了任务，那位

研究生使用了葛华图像处理所得到的数据

和图表很满意，还专门来清华找葛华表示

感谢。

她在 87 级无 72 班学习期间各方面表

现都很优秀，校系领导对她的表现给予肯

定，于 1990 年 10 月获得光华奖学金二等

奖，电子系的许多教师对她获此奖励特别

高兴，以吴佑寿院士为首的孙家栋、贾宁

等九名教师在她的奖学金证书上签名留念

以示祝贺。

英语免学之后，课余时间多了，学校

实行学分制，可以由学生自由选课，为她

发挥自己能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机遇再

一次摆在她的面前，她萌发了充分利用选

课争取学习更多知识的想法。善于自学又

有自信和努力向上动力的她，在 1990 年

9 月至 1992 年 6 月选修了本科跨专业和

硕士研究生的大部分课程，成绩优秀，使

她四年大学毕业具备了必要条件。

1991 年清华 80 周年校庆，在那次校

田径运动会上她跳高成绩又有提高，越过

了 1.73 米，创造了十年业余体校跳高生

涯的个人新纪录，也是当时清华大学女子

跳高的新纪录。在场的教练、队友们都来

向她祝贺，但她却表现得沉稳淡定，这是

她一贯低调为人的常态。

1991 年 4 月，香港校友奖学金评选

委员会授予葛华 1991 年度体育竞赛一等

奖。成绩的取得是多年来教练员的辛勤指

导和自己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的成果。例

如，1986 年她在北京市第七届运动会上

跳过 1.68 米，获得青少年组第一名，在

清华附中校运动会上跳过 1.7 米之后，她

就默默地确定了一个奋斗目标，向当时全

国青少年组的最高成绩 1.75 米冲击。为

此，她训练更加努力，不幸在一次训练时，

左脚踝骨处韧带撕裂，打了石膏，只休息

了两天就去附中上课了。学校照顾她行动

不便，让她住在一楼的体育器材室，同班

女生都争着要陪住，每天有三位同学陪她。

教室在三楼，但她谢绝同学们的帮助，凭

着自己一股顽强劲，单脚一蹦一个台阶地

跳到三楼去上课，还笑称这样可以锻炼右

腿的肌肉和力量，同学们为之感动。我们

得知情况后甚为心疼，深知她性格坚强，

从不叫苦，一定会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

一个多月后才基本恢复正常生活。

随着专业知识的增长，她课外又积极

参加校系组织的科技活动，1991 年 6 月

在学校第九届科展中获得系本科生二等

奖，光谱图图解作品获校科技成果奖。

1991 年 10 月，学校第二次授予她光

华奖学金、优秀学生一等奖称号。

她是当年附中 88 届唯一保送清华大

学的学生，又提前半年进入大学插班随

87 级上课旁听，学籍仍属 88 级，她德智

体全面发展比较突出，四年四次获得奖学

金，所以学校的领导对葛华这个名字比较

熟悉。1994 年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的黄圣

伦同志赴美访问时，专程去斯坦福大学看

望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葛华，后来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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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偶尔与黄相遇时，他总要亲切地问：

小华现在怎么样了？

在当时学校的环境中，我们担心她产

生骄傲自满的思想，回家时总要提醒她，

一定要低调为人，谦虚待人，学习、运动

两不误。事实证明她做到了，作为父母亲，

我们甚感欣慰。

在家庭教育和影响下，她一贯衣着简

朴，跳高训练要在垫子上翻滚，平日训练

一般穿旧的运动服，有一次穿的运动裤局

部还打了补丁，教练康德周老师出于爱护

和关心，对葛华讲：你的运动服该换新的

啦！她一边跑跳一边调皮地回答：没关系

还可以穿！ 90 年代的女大学生穿着如此

简朴实属少有。有一次她从运动场回宿舍，

1.74 米高的个头，穿一身旧的运动服，留

着男生一样的头发，遇到一位不认识她的

宿舍管理员大妈，误认为她是男生不许她

进入，最后还是靠其他女同学解释才放行。

1992 年上半年主要是毕业设计，题

目是集成电路版图图像的二值化。一个封

闭的集成电路模块，在外部可知的一些条

件下，破解内部电路连接，是当时实用价

值很高的课题。她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编

制程序，分析、研究、试验。花三个月完

成了任务，并写出毕业论文，答辩会上论

文得到评审教师的高度评价。

当时按规定本科生毕业论文是不能刊

登在《清华大学学报》的，但是她的毕业

论文摘要被破例刊登在《清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93 年第 51 期（33 卷）

上。1992 年 7 月毕业时，她获得优秀毕

业生证书。

1993 年 9 月，经原校长高景德院士，

电子系孟昭英院士，斯坦福大学余志平教

授三位知名教授的推荐，斯坦福大学同意

给葛华全额奖学金，接受她到电机工程和

计算机科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她不负众望，

很快于 1995 年 3 月就获得了硕士学位。

她目前在美国谷歌公司总部任职，

“2009 年谷歌开发者日技术大会——推

动公开网络，共享前瞻技术”在北京举

办，会上葛华有两次技术成果报告，介绍

了 Android 系统。当时该公司发放的参会

嘉宾手册中对葛华是这样介绍的：“葛华

是谷歌公司浏览器 Android 团队的技术领

队。在过去的三年里，她带领她的团队

开发了以开源代码 webkit 引擎为基础的

浏览器。Android 的 webview 框架也是她

的团队的成果。参加谷歌之前，葛华在

Adobe systems 工作了 10 年，从事多个开

发项目。她在那里的最后一个项目是重写

lllustrator 和 Photoshop 里的文字显示功能

组件。葛华是北京人，毕业于北京清华大

学，之后在斯坦福大学获电机工程和计算

机科学硕士学位。”

1994 年黄圣伦（中）等同志和葛华在斯
坦福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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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华和王光纶教授讨论 GOOGLE 眼镜的功能

这次报告会上，她开始自我介绍：“我

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的教师，我出生在清

华园，从幼儿园，到清华附小、附中最后

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我是地地道

道的清华人。”这就是她对清华永远挥之

不去的情怀。2013 年清华大学王光纶教

授在美国见到葛华，看到她带着刚上市的

谷歌眼镜，很有兴趣地和她讨论谷歌眼镜

的功能和实用价值。

目前葛华仍在美国谷歌总公司任职，

现在她已不仅是技术领队，而是那个团队

的总负责人了。职级有了很大提升，团队

成员也增加了很多，工作范围除了美国总

部的团队成员外已扩展到伦敦、巴黎等地。

她每年都要去那里讨论和指导工作。她这

个团队每年都有新开发的技术成果问世。

她也多次参加每年谷歌召开的“开发者日

技术大会”，在会上介绍她们团队的新技

术成果。

我们为小华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那么

多的成果感到欣慰，希望她能注意自己身

体健康，为高科技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为

此，要感谢母校清华大学对她的培养和教

育，让她能在世界顶级的科技领域里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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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嵌名排律 16 句，内含全班 28 位

同学的名字，其中“冯军”用谐音“逢君”。

出于平仄考虑，有些名字倒装、分拆。诗

兴所至，嵌名不分先后。以名字第一字出

现为序，依次为：钱泳华，冯 军，关天池，

周明林，李月明，唐秀林，徐光华，蔡鸿程，

耿志远，吕焕民，王德怀，胡祉林，廖有

均，范立华，陈章武，曾庚新，王彦彬，

张斌， 王宝琛，王苑祥，刘安东， 张南，

严昭南，孔国欢，张永辉，郑永泰，顾永

康，吴伟新 。

嵌名排律　

物 003 同学赞
○徐光华（1970 工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