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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应潮：“把一切献给祖国”

○赵曦荣

对于耄耋之年的傅    老人来说，2015

年 3 月 5 日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

这一天，相伴 60 多年的老伴徐应潮——

她的“尖头”，走了。

“尖头”走得很安详，因为作为一个

有着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已与病魔抗争

17 年的他，将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他的

奉献——将遗体捐献国家作为医学研究、

教学之用，真正实现了“把一切献给祖国”

的人生信念。

徐应潮，中航国际离休干部，毕业于

清华大学机械系，解放前夕参加中国人民

解放军，解放后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初

创事业，曾担任中航国际第一任驻英总代

表，为航空工业民品出口业务做出过积极

贡献。

航空梦想的生根与发芽

尖头是棵石头缝里长出的小草，不像

花园里苗圃里的草，有园丁呵护，风吹雨

淋，烈日暴晒，他顽强地生长，和命运相搏，

直到最后一口气，他的一生实在不容易。

                                       ——傅  

徐应潮 1928 年 4 月 23 日出生于一个

有着“追求进步、报效祖国”传统的家庭，

其父徐希麟早年间就以军医身份积极投身

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徐应潮从青少年时

期起，就极富爱国情怀和报国理想，尤其

是对“天上飞的飞机”充满兴趣，曾两次

在全国模型飞机比赛中折桂，这也让他与

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6 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后，徐

应潮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

年同盟”，作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活跃于

清华大学“剧艺社”、“松明团契”，通

过各种形式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为此

和同为清华大学同学的妻子傅                  同时被捕

入狱。出狱后，1949 年初在中共地下党

的安排下，辗转奔赴解放区，参加解放军，

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初创事业。解放后

曾荣获多个发明奖项。

1981 年，他以航空工业部中国航空

技术进出口公司驻英国代表处代表的身

份，开启了新中国航空工业民品出口业务

的探索。这期间，他常以方便面充饥，手

拖数十斤样品坐火车、跑展会，不遗余力

地推销航空民品。利用在国外参展、考察

2013 年钻石婚，徐应潮、傅     学长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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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机，他将所见所闻撰写成数万字的《英、

德考察散记》（共 12 篇）等文章在《航

空工艺技术》上发表。

他对航空工业的热爱在子女身上得到

了延续，儿子傅强成了“航空迷”，关注

新机研制、参观“珠海航展”。直到晚年，

每当儿子向他讲述中航工业新机上天、获

新突破时，病中的他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十七载抗击病魔的坚韧与乐观

清华才子志中航，旰食宵衣为国忙。

十七春秋抗魔病，捐躯虽逝气尤长。

——中航国际退休干部阮宜维

1997 年年底，已离休的徐应潮因高

血压突发小脑出血，经抢救后即偏瘫，行

动不便。

突如其来的病魔让他无法继续他所钟

爱的事业，却并未击退他对生活的热爱。

他乐观面对，顽强地进行各种康复锻炼，

从无法发声到恢复说话，从肢体瘫痪到被

搀扶行动……一点一滴的进展，都需要克

服常人难以体会和想象的困难。

“父亲患病后导致半身不遂，但他仍

然坚持诗文写作，仅从收集到的部分遗作

看，他病后创作的 8 篇诗歌、7 篇文稿以

及各种日记、周年记约 10 万余字，都是

用一个指头，一个字、一个字地在电脑上

敲出来，非常不容易。”谈到父亲病中仍

然关心时事、积极面对生活，儿子傅强、

女儿徐宁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坚韧”这个

词语来表达他们对父亲的敬佩。

除了自己不放弃、保持积极心态外，

徐应潮还经常鼓励病友。一次，在社区绿地，

面对同为气管切开无法说话而灰心丧气的

病友，他以颤颤巍巍的手写下“绳锯木断、

水滴石穿”相鼓励；患病 10 周年时，他还

写作了 4300 余字的《患病 10 周年记》，将

自身与疾病抗争的经历和心得分享给他人。

学生时代就参加清华剧艺社的徐应

潮，患病后仍然顽强活跃，不时写作剧本

诗歌，甚至用沙哑的声音表演诗朗诵，力

所能及地参与北京老同学合唱团、清华校

友聚会、校庆典礼等各种活动。清华学弟

李正民与徐应潮相识于徐患病后，当得知

学长病逝的消息后，李正民专门写来悼念

文章：“他的乐观向上、他的无比坚强深

1984 年徐应潮在英国伦敦第三届柔性制
造国际会议上做报告

徐应潮参加纪念西南联大结束清华大学
复员 60 周年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聚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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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地打动了我，他是我崇敬的兄长、效仿

的榜样，我一生一世都会怀念他！”

熟悉徐应潮夫妇的一些人都说，他之

所以能够顽强乐观地与病魔抗争，身材瘦

小的老伴傅   功不可没。他的表妹、著名

剧作家曹禺的长女万黛就将功劳归为“瘦

弱但却蕴藏巨大力量的大嫂”：“甚至可

以说，大哥这最后十几年的生命都是大嫂

给的。”

献身：用生命书写理想之歌

理想啊理想，是你鼓舞着红军战士，

迈过万水千山；是你支持着铁窗囚徒，要

把牢底坐穿；你回荡在雨花台的枪声里，

你镶嵌在巴黎公社社员墙上。啊理想，你

是炽热的火焰，燃烧在我们的胸膛。

——徐应潮  《理想之歌》

坚守信念、追求理想，是徐应潮的优

秀品格。因为关心时事，他创作的诗篇大

多与国家、政治、社会息息相关，如《祖

国哦，我们的母亲》《我们歌唱》《汶川

大地震之感动人心的话语》等，无不是一

个共产党员对祖国蓬勃发展和社会正能量

的热情讴歌。《理想之歌》更是他直抒心

意的代表作，是他对“理想”的深情告白。

学生时代，他曾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

统治被捕入狱，那是他对理想的坚持；

工作期间，他兢兢业业奉献在新中国

航空工业的创建和航空工业民品的出口事

业中，那是他对理想的坚持；

患病以后，他积极乐观面对病痛并努

力感染身边的人，那也是他对理想的坚持；

而他决定身后捐献遗体，为祖国的医

学、教育事业继续奉献，体现了一个彻底

唯物主义者的献身精神，更是他对理想的

坚持和升华！

“他与病魔抗争和捐献遗体的义举更

是他坚强和大爱合为统一体的一生结语。

令人钦佩。”清华老同学在徐应潮身后对

他的赞誉，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也表达了我们所有人对他的敬意。

2015 年 10 月 13 日，温哥华清华校

友会创始人叶叶（xié）琴老学长在加拿

大温哥华辞世，享年 107 岁。温哥华清华

校友会负责人参加了相关悼念活动，为这

位德高望重的老学长送行。清华校友总会

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分别发去唁电，

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

叶叶琴，1908 年出生，1928 年考入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是清华大学的第一批

女生；1932 年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直升

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虽因时局动荡离开学

校未能完成学业，但清华母校五年的学习

生活成为她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记

忆。叶叶琴学长早年在国民政府公务部门

工作，八年抗战中，她投笔从戎参加空

军，不怕艰难困苦，置生死于度外，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叶叶琴学长一生致力政府

公共事业，为国家的社会福利和妇女儿童

工作尽心竭力。上世纪 80 年代，叶叶琴

学长移居加拿大，她作为发起人，积极联

络两岸清华校友，成立了温哥华清华校友

会。她热爱清华母校，关心学校发展，于

2006 年向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捐赠 100 万

加元，用于支持青年教师的国际交流和科

研工作。                                           （山石）

我校 107 岁老学长
叶叶琴在加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