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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止步

—— 记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王凤生

王凤生

教授。196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

川结构及水电站建筑专业，同年留校任教。曾任清

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任校文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美育委员会主任等职。1991 年开始历任北京电影

学院党委书记、院务委员会主任、院长等职。2002

年 11 月退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延安精神

研究会理事、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

站在我面前的王凤生，刚刚从西大操场

跑步回来。迎着初升的太阳，一身运动服，精

神矍铄、神采奕奕。坚持每天清晨起来跑步，

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习惯。自打 2002 年退休

之后，这种坚持，更是风雨无阻，十多年了，

习惯成了自然。

既能锻炼身体，更能磨练意志

聊天，从他参加马拉松比赛开始。

2014 年 10 月 19 日，他参加了“2014 北

京现代马拉松”比赛，跑半程，净计时成绩是

2小时 19 分 32 秒。

北京电影学院网站上一篇《老当益壮王

凤生》，对这次比赛进行了报导：“2014 年

10 月 19 日早 8:00，随着天安门广场上空一声

清脆的发令枪响，成千上万名马拉松长跑运动

员和长跑爱好者蜂拥而起，开始了这场考验体

力、磨练意志的马拉松赛，其中一位头发花白、

身材矫健的老者，他就是原北京电影学院院

长、党委书记 74 岁的王凤生。

王凤生退休后，酷爱体育运动，每天坚

持长跑，多次参加马拉松赛，由于坚持锻炼，

现在王凤生体型匀称，精力充沛，身体健康，

敢与年轻人比高低。

此次参赛，是王凤生又一次跑完了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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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王凤生参赛后在清华大学校旗旁留影

王凤生

马拉松赛。”

一谈起比赛，王凤生便兴味盎然。他认为

长跑既能锻炼身体，更能磨练意志，而马拉松

需要意志力。已逾古稀之年，20 多公里的征程

确实是个考验。“这次参加比赛的 70-80 岁年

龄段有9人，我的成绩名列第5位。一路跑下来，

并没有筋疲力尽之感。在终点遇上清华大学参

赛人员，我高兴地在清华大学校旗旁留了影。

比赛那天虽然有雾霾，我坚持跑完了规定的路

程。”言语间难掩他跑完之后的激动和喜悦。

王凤生 196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

河川结构及水电站建筑专业。搞水利的人需要

在野外作业，跋山涉水，给人的印象应该是身

强力壮。可是学生时代的他，体育成绩很差。

那时学校还试行“劳卫制”（即“准备劳动与

卫国体育制度”）。大一、大二时，为了通过

劳卫制二级标准，他是在同学们敲锣打鼓的助

威下，挑灯夜战才勉强通过的，实际上并未够格。

但是清华大学的体育传统，每天下午 4:30 广播

喇叭一响，大家纷纷走出教室、宿舍奔向操场

进行锻炼 , 激扬的《运动员进行曲》就会响彻清

华校园。这种风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

学子，也影响了他的一辈子。

“蒋南翔校长提出的‘至少为祖国健康地

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清华大学优良的体育传统，

使我受用一辈子。”王凤生对蒋校长“不重视

体育就不懂教育”有着深切的感悟。“这个口号，

着眼点不在年轻时，而是在年长以后仍然能够

健康地工作。”

“1964 年毕业之后，我留校任水利系教师



人物

52

  2015 年第 4 期
《水木清华》  总第 53 期

将近 18 年，1982 年 ~1986 年，担任清华大学党

委学生工作部部长、校党委副书记，分管学生

工作。1987年 ~1991年，党委副书记，分管文科、

宣传、职工工作，那时也尽可能抽时间锻炼身

体，有时候 4:30 以后，会到操场上去和学生们

一起跑两圈。那时候在操场上经常能碰见体育

代表队的队员们，那些当年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有

的工作在基层，有的在国家机关担任要职，有

的工作在学校的领导岗位上。”

“1991 年 9 月调到北京电影学院工作，直

至2002年 11月退休。十一年间，由于家住清华，

每天早出晚归，无暇锻炼。双休日制后，我自

己定的，仍然坚持周六到办公室工作。有时，

下班之后先到西大操场体育馆内游泳一会儿，

再回家吃饭。”

“退休之后，坚持每天早晨跑步。一天伊始，

第一件事就是去操场跑步。持之以恒，已经十

多年了。开始只能跑 2圈，800 米，后来 4圈，

6圈，10圈，15圈，10km，半程马拉松（21km），

直至全程马拉松（42km）”。

谈及目前关于老年人健身的宣传，王凤生

认为：“偏于消极，只讲‘不能做⋯⋯’，‘不

能吃⋯⋯’，而对‘要做⋯⋯’讲的太少。锻

炼身体应‘因人而异，循序渐进，偏于积极，

持之以恒。’我选择了长跑，并适当地参加马

拉松跑。”于是，便有了以下的记载：

2005 年 10 月 16 日，参加北京马拉松 10 公

里跑，成绩 1小时 5分；

2011年 10月 16日，参加北京半程马拉松跑，

成绩 2小时 22 分；

2012年 11月25日，参加北京半程马拉松跑，

成绩 2小时 23 分；

2013年10月20日，参加北京全程马拉松跑，

成绩 5小时 31 分 4 秒；

2014年 1月 2日，参加厦门半程马拉松跑，

成绩 2小时 10 分；

2014年 10月 19日，参加北京半程马拉松跑，

成绩 2小时 19 分 32 秒。

在这些成绩的背后，站立着一位头发花白、

身材矫健、年逾古稀的老者，他的血压保持着

正常值，血糖由超标降到正常值，脂肪肝由中

度降到完全消失，骨密度达到“优”。他至今

仍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2013 年王凤生参加北京全程马拉松跑途中 2013 年参加北京全程马拉松跑成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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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自我

跑马拉松，需要有体力、意志力，更需要

有勇气。2013 年，已经参加了两次半程马拉松

赛跑的王凤生决定挑战自我，尝试去跑一个全

程马拉松。那年他已经 73 岁了。跑前，他特意

在西大操场跑过一次 30km，自我感觉良好，觉

得身体状况还行。“跑全马，何不试它一次，

这差不多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跑个全程，

考验一下自己，不行咱就走完全程。”从天安

门广场出发，一路跑来，不知不觉已经跑进了

鸟巢。“马拉松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坚持。”

这时他已经跑了三个半小时，路程也已过 30 公

里。“跑友们常说，30 公里之后，往往是人最

崩溃的时候，身体能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身体极度疲乏。但是我心中只是默念着一个词：

坚持，不能半途而废。”用了 5小时 31 分 4秒，

在限时 6 小时之内，跑过了终点线，“我挑战

成功了！”

王凤生就是这样一位勇于“挑战自我”的人。

1991 年 9 月，组织上调他担任北京电影学

院党委书记，1997 年之后又兼任院长，前后在

学院工作了十一年，直至退休。对一位水利专

业的理工科毕业生来说，这是一个大转行，完

全生疏的领域。此前在清华大学学习和工作的

33 年所积累的经验教训，给了他“挑战自我”

的勇气和力量。十一年间，他一边工作，一边

学习，结识了不少影视界的朋友。

他感到：“目前我国艺术人才的培养，主

要是通过专业单一的艺术院校，如电影、舞蹈、

戏剧、戏曲学院等来进行的。这种培养方式的

最大好处是有很强的专业技能教育，但问题是，

这些院校学科单一，没有一般的人文、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的学科。在专业教育之外，不能

有效地实施综合素质的培养和人的全面成长的

教育。”他潜心研究艺术人才培养之路，认为：

“培养的重点应该放在艺术表达的内容上，而

技巧是第二位的。”深感“艺术家与匠人是有

区别的。”他到学院后，抓学科建设，采取加

强大学语文课教学，制订《必读书目》等措施，

努力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和人文素质。在

教育实践中，他认为：“只有具有深厚人文社

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才可能视野

开阔，思想深邃，对人、对社会、自然才可能

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们的作品才可能有高

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才有可能从事不同题材的

创作，实现创作题材的多样化。因此，国际上

一些成功的艺术院校无不在培养学生的“表达

什么”上下功夫。他们要求学生学习艺术、哲学、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的相关课程，对历史、

地理、物理、天文、生物等内容的课程也要适

当选修。相比之下，我们则往往把重点放在艺

术表达的技巧上，而对于怎样使学生加深对于

人、社会、自然的认识，从而解决艺术表达的

内容本身的教育则重视不够。加上专业划分过

细，学生被框在很窄的专业内学习，知识面过窄，

视野不开阔。”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影视艺术人才，

他曾试办跨校双学位班，选录北大、清华的在

校生分别读电影学院的剧作与录音第二学位，

取得了经验。

他认为“提高培养艺术人才的质量和造就

百千个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军人物已经成为一个

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战略任务的完成，关系到文化体

制改革所要求的，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目标的能否实现。”在工

作实践中，探索出“科学与艺术的融合”，以

及“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育之路。

退休之后，他还向中央建言，明确提出国

家应该有意识地抓培养文化艺术界的领军人物。

建议“由有卓越的教育思想和有优良学风的综

合大学来承担这一任务”的构想。目前，他正

继续以跑马拉松的精神，和一批清华校友一起，

创办“镜烟书院”，利用书院的形式，探索培

养领军人物、高端人才的新路。我们期待他取

得新的成就。

王凤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