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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清华园

严俭和

1970 年金秋的一个下午，我走进了清华大学

的校门，眼前所呈现的一切似曾熟悉却又那么陌

生。记得 4年前（1966年），14 岁的我作为等待

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在这所校园里住过半个月。

未曾想到当我再次跨进清华大学的校门时，我的

一生就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校报的编辑到学

生政治辅导员，从教学一线到校产开发，从继续

教育到后勤管理，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岗位，在

这里度过了 44 个春秋，这 44 年让我目睹了清华

园所发生的变化。

走进清华南门的这条南北大道将清华园分为

东西两个区，东区是“现代”清华，西区是“历史”

清华。

说到校园东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主楼，它

是清华大学现代建筑的标志，特别是主楼前的广

场及周边各院系的大楼建筑群构成了清华园内一

道亮丽的风景，她是现代清华大学的标志。但是

40 年前主楼前是一片麦田，还零零散散的坐落着

几片农舍。1971 年，周总理陪同罗马尼亚总统来

清华参观，为了国宾车队行驶方便，从主楼前修

了一条道与清华周边仅有的 31 路公交车道接上。

看看现在，校园内外道路四通八达，粗略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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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清华周边的公交车不下于 40 余条线路。

提起主楼的孪生兄弟 9003 大楼，大家都很

熟悉，在六七十年代它也可算作清华的一个亮点，

可随着清华富士康纳米研究中心大楼和清华能科

楼的建成，9003 显得有点逊色了。富士康纳米研

究中心为清华乃至全国纳米研究提供了具有国际

水平的开放式研究基地，它拥有先进的纳米材料

与设备设施。能科楼是清华 200 号在校园内的研

究基地，有着良好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环境。

今天的人们大概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建设主楼时

的工棚，七八十年代成为清华最简陋的教职工居

住区，漏雨潮湿、冬冷夏热的“贫民窟”。今天

看着这片高科技的楼房，会禁不住地想起我在这

里居住了八年的日日夜夜。

校园的东北角，这里是学生生活的天地。占

地面积达426亩的紫荆学生公寓建成于2004年，

它借助于发达国家学生公寓的建设理念，配有各

类运动场所、超市和餐厅，宿舍内配备了空调、

起居室和各类生活设施，是目前国内高校规模最

大的现代化学生公寓之一。紫荆公寓南面是 2001

年建成的清华游泳馆，它占地 12000 平米，配备

了国际标准泳道、跳台跳板及路上训练场地，是

一所符合国际标准的比赛场馆，承办了第 21 届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跳水比赛和 2008 年奥运会

的水上训练项目等，可这里 40 多年前却是一个

杂草丛生的养猪场和一大片稻田。游泳馆南是东

大操场，这个想当初只有用炉渣垫起的椭圆形跑

道和长满杂草足球场的操场，现在建成了各项体

育设备设施齐全的标准体育比赛场地。西看台下

面是标准的室内百米跑道，东看台下是清华射击

馆。这里除了日常的学生活动和校体育代表队训

练外，每年的学生运动会和教职工运动会都在这

里召开。再往南就是 2001 年落成的综合体育馆，

它的建筑面积达 12600 平米，可容纳 5000多人，

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校大型集会和演出以及重大体

育赛事的场地问题。除此之外，1984 年建成了第

三教学楼，1987 年建成了第四第五教学楼，2003

年建成了第六教学楼，构成了清华园内宏伟壮观

的教学楼群，为清华几万学子提供了舒适的学习

环境。为迎接清华百年校庆而建成的“新清华学

堂”已成为校园新的地标建筑。

如果说清华东区建设体现的是现代化，而西

区优雅的环境中沉淀的则是清华沉甸甸的历史，

其中许多建筑都是国家保护的文物，例如西体育

馆、老图书馆、大礼堂、老清华学堂、科学馆、

工字厅等。尽管如此，学校还是对西区进行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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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规划，在不改变基本风格的原则下，使其旧

貌换新颜。

进入清华西门，处处可见景点，处处是故事。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西院，可别瞧不上这晓月河西

岸的平房小院，里面可出过不少人物，著名的《荷

塘月色》就是朱自清先生当年在西院寓所里写成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的孩童时代也是

在这里度过的。当你穿过西院和晓月河，清华校

医院的北面的建筑群是清华医学科学楼，是清华

医学院所在地，清华医学院的建立填补了清华学

科建设上的空白，该楼的所在地是原西大饭厅。

这是一个废弃的饭厅，七、八十年代一直是清华

学生重要的活动场所，学生的很多大型活动都在

这里举行。大饭厅没有暖气，冬天同学们都穿着

棉衣，戴着棉帽和手套跳舞唱歌，虽然很冷但却

热闹非凡。与医学楼隔路相望的是清华理科大楼，

这是一座别具风格的建筑，尤其是理科楼前的下

沉式广场更是清华校园建筑的一景。理学院和生

命科学院的位置是原 36 所所在地，1996 年 36 所

是清华夜大学所在地。理科楼东面是西区体育馆。

这座始建于 1919 年的建筑距今已近百年了，它与

大礼堂、图书馆和科学馆一起为清华早期的四大

建筑。提起西体育馆也有一段不凡的经历，在抗

日战争时期，一度曾被侵华日军当做大伙房和马

厩，遭到严重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的

修复才使这栋清华园的早期文物得以保存，据说

酷爱游泳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经常到体育馆内的

游泳池游泳。百年校庆前学校对这栋承载着清华

历史的建筑进行了全面的修整，基本恢复了原貌，

同时对大礼堂和科学馆也先后进行了恢复，并在

功能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造。例如大礼堂修复后虽

外貌没有改变，但使用功能上配备了先进的声光

系统，使其焕发出了青春色彩。

一个学校的图书馆代表着这个学校的学术水

平。清华图书馆是由老馆和新馆两部分组成，建

筑面积 28000 多平米。老馆始建于 1916 年，曾被

侵华日军用作手术室和外科病房，损毁严重，解

放后才陆续修复。图书馆新馆是 1991 年开始建设

的，新馆的原址是三院。一院（清华学堂）、二

院（同方部）、三院都是校园内最早的建筑。三

院最早为中等科的教室（也称讲堂），冯友兰、

朱自清、陈寅络、闻一多、陈岱孙等大师都曾在

三院进行讲座。1926 年中共清华第一个秘密党支

部就在这里成立，革命先驱李大钊也曾多次在这

里指导清华地下党的工作，我们上学时也在这里

上过课。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是三院背面的那块

平地（一个小广场），每到周末都在这里放露天

电影，虽然电影的种类很少，除了八个样板戏，

再加上《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英雄儿女》，但人们看的津津乐道，天不黑就

搬着凳子聚集到小广场。图书馆东北面的草坪和

景点绿地以前是北院住宅区。北院是清华园里最

早的高标准教师住宅区，它是与清华学堂同时代

的早期建筑。在清华建校初期北院住的多半是美

国教员，后来又住过一些我国早期的教授和学者，

解放后成为学校教职工的家属住宅区。随着学校

条件的不断改善，教职工搬进住宅楼，学校将北

院改造成为师生员工的休闲场所。

以大礼堂为轴心的清华园西区，基本上保留

了清华校园 20 世纪 20 年代的风格，与其说是学

校莫不如说是一座美丽而恬静的公园。这里要特

别提到的是工字厅和古月堂，它们均属于清华建

校前清华园内的主体建筑。这是一组清室园林，

是咸丰皇帝五弟的宅邸，因其前后两大殿中间以

短廊相接，俯视恰似一“工”字而得名。从工字

厅后门出去便是校园内最为引人入胜的景观——

水木清华，它有着清华园“园中之园”的雅称。

每天的清晨和傍晚，近春园中传出阵阵的歌声和

笑声，伴随着荷花的清香，远远地飘去，飘到很

远的地方。美丽的清华园越来越美。

这就是我眼中的清华园，我心中的清华园

是一个有优秀的传统，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有科

学的管理风格，有能激人奋进的校风和学风，有

一流的师资队伍，有抢占世界前沿的科研水平，

有聪明好学的学生，有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勇气

和信心。清华，我的母校，为你奉献一生我感到

骄傲。

（作者为 1970级计算机系数 0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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