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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长衫的身段

清华人的实践，在那个自

由开放的年代，也在那个艰难

动荡的年代；在那个激情热血

的年代，也在那个扶大厦之将

倾的年代。

民国时期的教育部教训学

生说，当时的学生在大学里习

惯了西方资产阶级生活，如果

他们愿意放下穿长衫的身段，

加入短衫人实际动手的行列，

就一定能找得到工作。可见，

历史上从来不愿将做学问和做

实践割裂开来。清华学校第二

任校长周诒春就特别强调学生

的社会服务意识，他赞赏留美

清华学生课余上街演讲的举动

说：“不自私其所学，而殷殷

以公德为重。”

义卖、慈善等等拉近了学

生和社会民众的直接距离，但

对于许多曾习惯在学堂里饱读

圣贤书的学生们而言，下基层

亲民众并没有那么得心应手。

在社会角色定位上，他们固守

“士类”思想，导致了在实践

中与社会脱节的现象。而且在

当时在内地经济萧条、失业剧

增的社会压力下，学生们的社

会实践更多的还是携笔奔赴社

会，表达他们对于挽救祖国现

状的热忱。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

· 人文日新

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

张译丹    拜喆喆    蒋茹茹    谢慢慢

每年假期，都有这样一群人，在别人享受空调、冷饮、西瓜和午睡的惬意、

抱怨着酷暑难耐，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拖再拖的时候，他们选择把属于夏天的光

和热留给每一寸踏上的土地。从清华园里启程的每一条路，连出去，都是无尽

的远方……

教师给工农兵学员传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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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日新

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二

·九运动爆发后，清华、北大、

南开三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长

沙临时大学，后来再次西迁。“湘

黔滇旅行团” 68 天的长途跋涉，

为象牙塔中的学生打开了一个

书本外的世界。抵达昆明后，

参加步行团的刘兆吉和钱能欣

两位同学将沿途的见闻及民歌

收录整理编订了《西南采风录》

和《西南三千五百里》，它们

不但是民间文学，在语言学、

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也有参

考价值。在行军中，当时南开

大学哲学教育系三年级的刘兆

吉常常饿得饥肠辘辘，半夜才

回到大家居住的营地。刘后来

回忆道“如果说这本小册子还

有点价值，首先归功于闻老师

的指导。”闻一多常对学生们

讲“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

书本上，好多是在人民的口里，

希望大家到民间去找”。

革命时满腔热血，建国时

踌躇满怀。1949 年初，曾有电

机系学生到育英中学等地宣传

北平解放后的社会新形势，通

过发宣传单、演讲等各种形式

传播革命和解放思想；50 年代

初期文、法学院的 328 名师生

在京郊参加土地改革，与农民

密切接触；毕业班的学生则在

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真刀真枪”

的毕业设计，水利系教授在密

云水库工地给学生授课，就地

取“材”，学生一面接受理论，

一面就应用到具体实践。

60 年代，时任清华大学校

长的蒋南翔为学生题词“到边

疆去，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

的知识和劳动”。从奔赴屏蔽

实验反应堆初期工地的青年学

生到隐姓埋名扎根戈壁而为中

国国防建设呕心沥血的“原子

弹之父”邓稼先，清华人去到

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是清华

大学水利工程系 1965 届毕业生，

毕业后留在水利系从事科研工

作，1968 年时到水电部刘家峡

工程局房建队参加劳动，从工

程局八一三分局的技术员开始

做起。他曾说：“正因为在六

年中所受到的清华精神的熏陶，

使得我们在走向社会、走向工

作岗位的时候，能够始终不忘

国家，不忘我们对国家、民族

清华大学组织文、法学生参加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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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的责任。”

心所向，力必至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在

课堂上汲取的养分灌溉到更大

片的土地上，用专业知识去体

察社会。

“电”是人们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每个

地区都充满着光亮，甘孜藏族

自治州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那里的居民连基本的用电都没

法保障，这也便成为了电机系

同学提出“梦之网”设想的初

衷——通过光伏微电网技术为

边远山区未通电的乡村、学校

送去光亮。从 2014 年 3 月的构

想到微电网正式落成，他们在

资金人力无不紧缺的情况下，

仅用了 5 个月。

2014 年 9 月 1 日， 甘 孜 藏

族自治州贡嘎山脚下的玉龙西

小学响起了国歌声，这一天是

值得纪念的一天——经过了近 3

个月的努力，这个偏僻的山村

终于通电了。当点点灯光亮起，

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些灯火点

亮了孩子们的希望。

在 很 多 人 看 来， 这 并 不

是一个想做就做得好的项目，

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资金、

技 术、 环 境、 人 力， 摆 在 他

们 面 前 的 并 不 是 康 庄 大 道。

谈 到 这 次 经 历 时， 参 与 支 队

的同学回忆：“3800 米的海拔，

高 原 反 应 强 烈， 天 气 变 化 无

常，都是对我们的考验。在雨

雪 中， 队 员 们 一 个 一 个 地 整

理 冰 冷 的 设 备， 扛 着 五 六 十

清华大学电机系“梦之网”实践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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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的太阳能电池板爬上屋顶；

浇 筑 水 泥 时 每 个 人 都 弄 得 灰

头 土 脸， 不 少 队 员 手 上 都 留

下了深深的勒痕。”

今年的“湘西之行”将是

热能系 2012 级本科生姜超第一

次正式参加的社会实践。“本

来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是有两次

社会实践，但都因为各种原因

耽搁了。”作为实践副书记的他，

将在今年暑假开始自己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

经 过 实 地 调 研 后， 他 发

现当地存在一个很大的生活问

题——缺少热水洗澡，于是这

支以热能系学生为主的 15 人支

队计划在 7 月底前往湘西帮助

三所小学安热水器，为期 10 天。

除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一些

太阳能电池板，准备带着小朋

友一起做一些科技小实验，比

如制造太阳能风扇、热水杯等，

他们认为这样能在愉快的气氛

中能让小朋友们学到一点东西，

培养孩子们对科技、能源的兴

趣。“我们希望能实实在在的

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为实践地

带来一些改变。”

传统的公益项目中，常常

习惯给边远山区的孩子们捐赠

书籍、文具，却从来没有考虑

一些更加宏观的状况，比如国

家电网是否覆盖、当地是否有

基本的生活条件为孩子们提供

读 书 的 环 境 ⋯⋯ 倘 若 仔 细 思

索，会发现他们缺少的、需要

的恰恰是我们因为习以为常而

忽略了的。改造浴室，装太阳

能，满足当地三所学校的基本

热水需求，“学校提倡‘受教

育、长才干、做贡献’，就这

个层面来说，我们这个实践是

把‘做贡献’放在第一位的”，

姜超说。

因为知道黑夜的存在，才

会有不变的坚持去追求光明，

当我们的心结成网，希望便被

点亮。因为感受过温暖，才有

予人以温暖的惴惴之心。从梦

想 到 现 实 只 差 一 步， 那 就 是

“做”，只有行动起来，改变

才会发生。

聊 起 实 践， 经 管 学 院

2011 级 本 科 生 尹 西 明 总 是 有

满 满 的 回 忆 和 深 深 的 感 触。

经 管 学 院 的 同 学 们 一 说 起 社

会 实 践， 很 多 人 都 会 想 到 尹

西 明。 作 为 大 四 的 学 生， 他

与暑期实践不仅结缘在路上，

更融入了生活之中。

尹西明在大一的时候组建

了一支跨系联合支队去甘肃进

行助学调研，当时由经管学院

的浙江兴华爱心基金会支持去

了七个县市支教调研同时调研

撤点并校政策改革。“我觉得

这样的方式比较好，支教的同

时能够努力尝试为教育改革贡

献力量，同时在实践回来后与

当地师生保持交流。”尹西明

说。通过实践，我们不断擦亮

眼 前 的 窗 户， 透 过 它， 慢 慢

看 到 一 个 更 加 清 晰 真 实 的 世

界，“支教的时候遇到了一对

双胞胎姐妹，家里很穷可是成

绩非常好，几天的相处下来，

我能深深感觉到她们希望通过

学习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实尹西明团队与支教地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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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结束了，而我们依然保持着

联系，我关注着她们心理上的

转 变， 选 择 自 己 想 选 择 的 路

⋯⋯”说到这儿，他的眼睛里

亮晶晶的，是满满的欣慰与祝

福，也是难以抹去的感动。社

会实践有时会给人一种回到高

中时光的感觉，纯粹地就为做

一件事做好一件事，和一群同

样淳朴的人在一起，本身就是

一种幸福。

尹西明又说起大二全学院

组织去河北调研城镇化，“只

有亲自去了，才会知道有些事

情该是怎么样，究竟是什么样。”

诗意与学术的奏鸣

当 电 之 网 为 遥 远 的 高 原

明 珠 筑 起 希 望 的 缆 线， 当 热

水 器 的 暖 流 润 湿 湘 西 孩 子 的

童 年 梦， 有 一 群 同 怀 实 践 心

的 学 子 穿 行 在 中 国 城 市 的 坊

街 里 巷， 以 耳 眼 察 世 事， 以

言语话民声，以文笔著人心，

以学识鉴社情。

“ 唯 愿 与 君 共 相 知， 不

辞 长 作 岭 南 人”， 由 人 文 学

院历史系 2013 级本科生姜宏

志 担 任 支 队 长 的 以 广 州 黑 人

族 裔 聚 居 区 为 例 的 跨 国 移 民

族 裔 聚 居 区 探 究 暑 期 实 践 在

八 月 向 羊 城 出 发。 从 黑 人 在

广 州 的 商 贸 活 动 到 日 常 生 活

探究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

的黑人与当地的冲突与融合，

实践聚焦于中国作为移民“目

的地”而非“出发地”的过去、

现状与未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以及敦煌文化保护的主题是人

文学院社会实践的专业特色，

但反复食之则韵味几无。“一

直来说大家都比较会倾向于去

西南，”人文学院主管学生实

践的 2012 级历史系本科生尤越

表示，“去广州调研黑人的支

队顿时让人眼前一亮，它可以

算是未来的转型方向——如何

在大城市做实践。”

在 人 文 学 院 的 实 践 向 大

城 市 转 向 的 同 时， 社 科 学 院

的 学 生 将 视 角 投 向 了 大 城 市

中 被 漠 视 的 外 来 务 工 者 群 体

和面临“上学难”的流动儿童。

从 北 京 朱 房 的 农 民 工 孩 子 生

涯 规 划 课 程 体 系 到 调 研 上 海

闵 行 区 江 川 街 道， 由 社 科 实

验 班 学 生 周 乐 一 带 领 的 赴 上

海 市 闵 行 区 调 研 流 动 儿 童 教

育 现 状 支 队 将 形 成 对 流 动 儿

童 教 育 状 况 的 调 研 报 告 并 以

纪 录 片 形 式 记 录 流 动 儿 童 的

教 育 故 事， 从 而 寻 求 社 会 对

整个群体的关注和关怀。

带着“一生痴绝处，无梦

到徽州”的情怀，社科学院的

“碧山桃源·徽州遗梦”支队

在八月走进安徽省黟县碧山村，

从钢筋水泥的工业化城市化与

“桃花源里人家”的古朴生态

人文的碰撞中评价文化遗产保

护与居住需求的矛盾，回归对

乡建伦理的思考。穆斯林习俗

保留程度地区差异调研支队奔

赴青海，通过东西部穆斯林习

俗保留差异程度的第一手数据

构建社会理论模型，在尝试为

穆斯林群体的“我群意识构建”

提供合理分析思路的同时分析

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消亡与变

质，为有效保护文化多样性提

出建议。

蜀绣是中国传统工艺，集

中于四川成都，被称为中国四

大名绣之一，2006 年列入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 年

暑假，美术学院染服系 2013 级

学生何红都组织跨系支队进入

蜀锦之乡，体验在布帛上的彩

色情怀。“选题是我自己定的，

当时就是觉得蜀绣是一种传统

工艺，很少有人深入了解过这

里，而且和我的专业结合得也

很密切，我是挺喜欢这种老工

艺的东西的。”在成都，实践

支队参观了蜀绣博物馆，去蜀

绣之乡采访老艺人，还亲自动

手实践尝试蜀绣。“学习民间

工艺就还是要走进民间，走进

老艺人的生活。”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在实践中，何红都深刻感受到，

课堂中的学习固然重要，可是

没有社会实践，没有真正走进

成都，就很难感受到在特定文

化氛围中的地域冲击力和情感

的传授，很多自然天成的东西，

就该回归了去看，放到别处就

显得刻意了。

谈 起 蜀 绣 的 发 展 现 状，

何 红 都 仔 细 地 想 了 想， 说：

“ 还 是 在 发 展 着 的， 但 是，

蜀 绣 现 在 和 生 活 脱 离 了， 更

多 地 是 被 当 做 纪 念 品 收 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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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之 高 阁， 而 且 又 缺 乏 典 型

地方特色，优势并不突出。”

对 于 民 间 工 艺 的 心 理 认 同 感

融 于 骨 血 不 会 消 失， 蘸 着 成

都 夏 天 潮 潮 的 空 气， 享 受 着

那 第 一 眼 看 到 曾 经 都 是 印 刷

在 课 本 上， 但 喜 欢 的 不 得 了

的工艺品原物的欣喜。

当盛夏的骄阳开始炙烤京

城的草木城街时，实践的脚步

行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停留在

青海湖畔的穆斯林家里，驻足

在羊城越秀的黑人街道上，抑

或是融化在孩子们的笑容和传

统工艺的针针脚脚里。实践有

说走就走的坚定，但不为游山

玩水。待九月秋意渐深时，清

华园又将收到一张张诗意与学

术的实践答卷。  

（转载自《清新时报》

总第 180期）

蜀绣老人在参考图样

后记：

用一度电照亮一个夜晚，和星空作伴；一杯热水温暖一片净土，和鲜花齐开；丝丝缕缕织起的，

是锦绣也是情怀。不论主题与院系，或许关注的那些人事物不尽相同，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凉热，

但是通过实践渴望探索、发现世界和尝试改变的心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在实践中收获，也在实践中

反思，经管学院 2013级本科生郭超凡回忆起自己的实践时表示，“清华的社会实践，俨然已经成为了

势不可挡的浪潮，体系日趋完善，受众越来越广。在这一年一波的浪潮中，总有一批弄潮儿，也少不

了随波逐流者。多数人只在乎如何正确的进行一次暑期实践，却在实践的过程中忘记了其本身所承载

价值。其实对于任何实践，明白‘是什么’，比做的‘什么事’更重要，行胜于言，思胜于行，一次

更有深度的暑期实践或许能给大一新生的成长与发展带来更多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