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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对话梁肃

《水木清华》：现在高中生课业压力重，学校和家

庭普遍以成绩为导向，学生们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学

习上，您觉得怎样能帮助他们形成一个好的价值观？

梁肃：中学时期形成的价值观经常对人的一生都有深

远影响。我考清华时报的是机械系，为什么考机械系

呢？因为我小时候看了一个苏联的电影。这个电影讲

的是一个工程师的故事，他在工厂里解决了很多生产

实践中的问题，受到工人的爱戴。这个形象成了我的

目标，当时我就想，一定要报考机械系，将来当一名

工程师，我考清华就是从这么一个目标出发的。

在中学阶段，我认为学校首先应该充分发挥教

师的模范作用，有时候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比家长更

大，学生都听老师的，所以教师的经历常常成为学

生的榜样。第二，过去的中学，每周六的下午都是

时事、政治这些课程，当时校长、主任经常给学生

讲人生、讲模范、讲英雄，这些对学生的影响是很

重要的。第三，过去经常有一些实践活动，包括公

益性的劳动，像 1958年修水上公园，我们花了很多

的时间和精力，我觉得这些都对中学时期学生的人

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

《水木清华》：您怎么看待大学生做村官这个选择？

梁肃：做大学生村官我觉得是好事，跟农民打交道，

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认为做基层工作比做机关工

作难度要大，机关你接触的是干部，干部做事常常

给你面子，让你过得去。但在基层跟农民、工人打

交道，他们都是很直的，你的工作不合理，他就让

你过不去，所以你就得想法处理好这些问题。

基层的工作是一个人一生发展的基础。现在的

学生，特别是学工科的，毕业之后不愿意做很专业

的工作，更不愿意到企业里面去做工作，这点我不

大赞成。我在基层工作11年，打交道最多的是工人，

我跟他们在一起，把我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解

决问题，能够出成果。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绝对是

不行的。所以我希望，真正有远大目标的青年还是

应该补上在基层工作的经历，跟最基层的工人农民

在一起工作一段时间。

《水木清华》：您怎么看清华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梁 肃：我觉得，不好去强求，都是有各种机遇的。

清华过去的人才培养是以理工科为主，现在培养的

是全科人才，所以可能培养的目标不一样。

我认为我的长处还是在所学的专业上，我愿意

在我的专业上发展。咱们国家的状态，过去最好的

学生，高中最好的学生学理工，今后医学和法律的

重要性可能会逐渐提升。医学是关乎人的生命，法

律是关乎人的政治生命，这些都应该是由最能干的

人去做，我觉得中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不是

短期内能够调整过来的。

我在基层工作的 11年，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非

常重大。1968年，我分到天津的一个研究所工作，

那时我就是想当一个工程师，能够解决生产当中的

实际问题，能够设计出好的产品，对社会有所贡献。

这个目标始终贯穿在我 11年的工作当中。虽然在这

个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可是我经常会想起，我

是清华的学生，我是优秀毕业生，我一定要做出无

愧于这个称号，无愧于清华这个高等学府的表现，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清华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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