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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清华

2014 年，清华建校 103 周年 , 水 4（水

利系 64 届）毕业 50 周年。在校庆期间，

我们举行了三天纪念活动，105 位同学返

校，49 名家属参加。其间召开了 3 次座

谈会，分组参观了密云水库、国家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以及奥体公园等处。

我们这个年级，在大跃进的 1958 年

考入清华大学，报考时学制为 5 年，入学

后改为 6 年，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

一百年》有如下记载，1958 年 8 月 26 日，

“校委会讨论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从 1958 年入学的新生开始，本校学制改

为 6 年”。水 4 就是这 6 年学制的第一个

年级。我们年级 196 名同学，在 1958 年

9 月初，从全国 23 个省、市、自治区聚

集到清华园，加上 1957 年录取保留学籍

的 3 名同学，全年级进校时共 199 人，编

为 6 个班。二年级划分专业，水工建筑 2

个班，水电站 3 个班，水力动力装置 1 个

班。二年级暑假后，马祯祥、米荣真、王

梅华和虞云耀 4 位同学根据国家需要转学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此后又相继进行了

二次专业和班级的重新调整，一次专业名

称的变更。

“如火的激情，纯真的心境，美好的

追求，共同构成了那如歌的岁月。无论何

时，无论何地，与同学一起走过的日子都

是心灵深处最闪亮的一颗颗珍珠，令人难

忘，令人回味……”这是程占威同学在 4

月 27 日同学聚会上即兴写的《老同学毕

业五十年相聚感怀》中的一段话。它充分、

准确地反映了毕业 50 年聚首，同学们的

心情、感受。

毕业后分配到云南昆明设计院、一直

工作到现在的王亦锥同学，在聚会上深情

地讲述了当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双鞋的故

事。1958 年入学时，他这个福建人，是

一条扁担挑着全部行李、光着脚走进清华

毕业五十年重聚清华园
○王凤生（1964 水利）

张炳周的美术字十分漂亮，尤其是他的扁

笔书法，横平竖直，堪称一绝。

这期间，我还参加了高校教育革命成

果展览会的布展工作。在绘制清华的展板

时，一位担任美工的同学把说明词的背景

选用了深蓝色，我觉得暗了一些，但因为

已绘制完工就没有更改。不料在领导审查

时，学校一位党委副书记一看，脸色立刻

沉了下来，板起面孔说：“我讨厌这种颜

色，它让我想起了国民党党旗！”这话说

得太重了，惊出了我一身冷汗。幸好他没

有再追究下去，我们很快改变了底色，总

算过了关。

1959 年 3 月，我奉调去学校哲学教

研组工作，从此结束了在清华的学生生活，

也离开了我眷恋的动 0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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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校庆，水 4 同学在母校合影，庆祝毕业 50 周年

园的。同班的李焰云同学借给他、实际上

是送给了他一双皮鞋，而这一双鞋还是韩

善如同学之前送给李焰云的。座谈会上几

位同学共同讲述完的这一段故事，使大家

又重新回到了50年前那许多难忘的岁月，

回忆起那生活上相互关心，学业上相互帮

助的真挚的同学之情。50 年后的今天，

当初分去昆明院的 5 位同学，一直坚守岗

位，无一人离开云南，而且都做出了出色

的成绩。陈凤祥同学上世纪 60 年代被派

往越南修建水电站，由于业绩突出，获得

国家级勋章和越南颁发的中越友谊勋章。

关志华同学毕业时被分配到中国科学

院深山综合考察队，现在他是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

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水资源研

究室主任、研究员。50 年间，他 22 次到

青藏高原科学考察，7 次考察雅鲁藏布江

大峡谷，1998 年参加中国雅鲁藏布江大

峡谷科学探险活动，任考察队二分队长，

经过考察论证得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

界第一大峡谷的结论，长 504.6 公里，最

大深度 6009 米，远大于美国的科罗拉多

大峡谷、秘鲁的科尔卡大峡谷，其长度与

深度均居世界第一位，被正式命名为“中

国雅鲁藏布大峡谷”。他们完成了人类第

一次沿江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的业

绩。他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主要获

奖人之一），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

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等多种

奖项。在此次同学聚会上他用丰富的图片

资料向大家讲述了他的工作成果。

工作在三门峡工程局的水动 4 赵天禄

同学，在讲述了他和他们单位清华同学的

经历后深情地说，这些年我和祖国同进步，

同发展。是母校的培养，清华精神激励我

去努力奋斗，做好工作，是清华教育为我

担任多年院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杜

士斌同学用自己制作的 4 分钟短片《朝阳

无限好，笑在黄昏后》展示了他 56 年不

同凡响的人生。赵国光同学感念当年张光

斗先生要他搞设计要依据天然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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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怎样的坝型就采用什么样的坝型的教

导，帮助他创造性地完成了一次坝型方案

的确定。刘应尘同学说她遗憾的是一辈子

没能在黄河、长江上干过，但是母校清华

给了她坚实的基础教育和永不服输的精

神，使她在几十年计算机软件工作中做出

了可喜成绩，她自主开发的工厂设计三维

软件，与国外的产品比较，毫不逊色，令

她自豪。

座谈会虽然进行了 3 次，会下还有不

少交谈的机会，但是要说的话太多、太多。

我们共同的心声是：我们没有辜负母校的

培养，我们实现了蒋南翔校长要求的“至

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目标，我

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我们为国家的发展，

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我们自己应有的一

份贡献。

聚会时，全体到会同学再次共同高唱

《水利建设者之歌》，庞玉馥、夏作云、

万挺（万陵馨）、王向东（王孝先）、杨

仲雄、白庆云等同学表演了诗歌联唱《我

心中永远的清华园》，重新唱出百花山植

树、密云水库实习等当年的歌曲。薛照熙

同学唱起了自己作词作曲的《我的学友，

我的姐妹兄弟》等歌曲。石恒芳同学为大

家带来了他的《石恒芳诗词集》，还演唱

了自己作词作曲的《学子之歌》。我们共

同度过了难忘的校庆日。

坚定信仰  一路前行
○陈裕宗（1960 机械）

追寻已逝六十载，清华园里再相聚。

六十年的风雨历程，六十年的不懈拼搏，

每个学友都有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每个

脸庞都留下了岁月的沧桑，每道皱纹都记

录了人生的历练，每根白发都经历了风雨

的洗礼。

下面是我这六十年来的回忆片段，与

同窗学友们共同分享。

偶然撞进清华园

1955 年参加高考前填报志愿时，我

被通知保送到了大连海运学院。但世事无

常，临高考前三天，大连海运学院取消了

在厦门的保送名额，而我也要马上重新填

报第一志愿。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措手

不及，我的父母亲都没读过书，家庭经济

又困难，考虑到种种的现实因素，我想填

报离家乡较近的上海交通大学。也就在那

个时候，我的发小吕世磐劝我跟他填报同

陈
裕
宗
学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