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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平等的关系，永恒的原则就是“只论长

幼，不论尊卑”，“序齿不序爵”，不要

把功名利禄等世俗化的东西带到校友关系

中来。

感恩是做人的必备品德。古人把

“天、地、君、亲、师”作为终身感恩的

对象，很有道理。天是宇宙的主宰。地是

孕育万物的母亲。领导是最重要的成功环

境。没有父母，你怎会来到这个世界。没

有老师，你会在愚昧和黑暗中徘徊。

在人的一生中，在三个因素是终生相

伴的：一是血缘，你是谁的孩子；二是地

缘，你是哪里人；三是学缘，你是哪个学

校毕业的。这三种因素是人生的不解之

缘。作为清华校友，我们一生都同“清华

大学”联系在了一起。“清华大学”这四

个字，是社会公认的资格证书，是名优产

品证书。因为打上了“清华”的印记，每

个校友都终身受益，一辈子沾光。所以，

对清华大学我们应当永远抱着一颗感恩的

心，用自己的行动为清华增光添彩，不要

去干为清华抹黑的事情，并且尽自己的所

能去回报母校。

( 原载《清华大学南京校友会成立 30周

年专刊》，2014 年 5月 11 日 )

两岸清华同根生
——汽车专业 1961 届校友赴闽台旅游团访问新竹清华见闻

在木棉花盛开的季节，我们汽车专业

1961届（汽61）校友（含其他系校友）及

亲友共40人，前往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参观

访问，受到新竹清华秘书处的热情接待。

这次访问让我们对新竹清华有了一个概略

的了解，增进了两岸清华校友的团结和友

谊，大家都觉得很有意义。

早在去年，汽一老同学就在策划2014

年搞一次闽台游。之前，每年一到两次的

老同学旅游聚会（2012湘西行、2013赣闽

行和川西北行）延续了百年校庆（也是

我们毕业50周年）全班大聚会的热情，使

“清华情”绵延不断，“同窗谊”愈发深

厚。为了这次闽台游，福州的同学邓建炎

夫妇和厦门的同学钱进夫妇当仁不让，做

了许多调研工作，与王兴华、蔡祥吉等同

学讨论最佳行程，嘱咐大家做好通行证和

签注的申请，“货比三家”选旅行社，还

有接站、天气等细节……访问新竹清华就

是闽台游的议题之一。

我们想，到了台湾若能看看新竹清

华，两岸清华人见上一面该多好啊。但由

于海峡的阻隔，实现起来还是不容易的。

为此，王兴华同学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今

年年初他们就与在清华工作的张怀瑾同学

联系，得知可通过北京清华台湾校友会和

新竹清华接触。随后，在北京清华台湾校

友会秘书林小姐的帮助下，老王直接与新

竹清华取得了联系，该校秘书处姜乃榕女

士来信表示欢迎我们去访问。这件事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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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蹴而就，在漫长的等待中，老王天天都

在盼着回复，生怕因为联系不当而使我们

的参访失败，甚至差点没有信心继续下

去。在建炎、兆林和小蔡同学的支持和鼓

励下，终于等来了预期的结果。可是，由

于两岸间的“海峡号”轮突然停航，致使

行程改变，姜女士又与台湾当地接待的旅

行社联系，终于实现了这次参访。在准备

这次访问时，经过几位同学一再商讨权

衡，确定内容，由王兴华夫妇制作了一个

红色横幅：“两岸清华同根生”，为我们

的访问点了题。

2014年4月15日，我们由厦门乘船经

金门又飞到台中后，立即驱车前往新竹。

下午3点钟左右，当我们乘坐的大巴缓缓

驶近新竹清华校园时，新竹清华秘书处的

姜乃榕女士和谢承叡同学已经在校门外等

着迎接我们了。天高云淡，清风习习，校

园中火红的木棉花见证了我们的愉悦心

情。在他们的引导和陪同下，我们参观了

新竹清华图书馆、梅园，浏览了校园，并

在二校门模型、梅园和镌刻有“国立清华

大学”校名的照壁前拍照留影，定格了我

们这次成功之行。

新竹清华图书馆是一座现代建筑，淡

赭石色的弧形主体建筑显得庄重而大气，

门前矗立着一座校友赠送的罗丹雕塑——

《思想者》，倡导学子们钻研与求索的精

神。走进图书馆，浓郁的学习气氛扑面而

来。电脑前坐满了全神贯注的学子，我们

轻轻地走过，生怕打断了他们的思路，而

他们却目不转睛，看来已习以为常了。阅

览室侧面备有咖啡吧，供大家学习之余略

作休息。在入口不远的高处，镌刻着两段

繁体字的诗句，似乎让静默的图书馆充满

了诗意。

在图书馆二楼，有一座半透明的浅蓝

色圆形幕墙，淡墨荷花之上，金色的校训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跃然眼前，这样

的校训在校园中比比皆是。二楼橱窗中，

陈列着“清华大学校史展”，我们驻足其

间，凝神关注，许多熟悉的事物展现在面

前。诸如：清华1911年建立，唐国安、梅

贻琦等历任校长的生平，以及校训、校徽

（标志）、校歌、校花（紫荆与丁香）等

等，无不处处显现出“两岸清华同根生”



2014年（下） 195

荷花池

的底蕴。在图书馆里，还展示了新竹清华

大学与新竹交通大学两校学子一年一度的

足球赛——以两校老校长名讳中各取一字

命名的“梅竹赛”的盛况。大家欣然取了

一张张图书馆名签，盖上“梅竹赛”和

“梅园”的纪念章留作纪念。从图书馆出

来，我们来到了二校门模型前。这是一座镶

嵌在透明玻璃幕墙上的白色二校门，周边由

绿树形成的矮墙环绕，其规模大约是北京二

校门的一半。在新竹清华见到她，我们感到

格外亲切，“同根”之感油然而生。

新竹清华依山而建，我们乘车由山下

的图书馆到山上继续参观。在山上，我们

瞻仰了“梅园”——新竹清华为老校长梅

贻琦修建的纪念园。这里有于右任老先

生题写的“梅园”石碑，有三角形箭指长

空的梅亭。沿着坡道走到顶端则是“梅贻

琦博士之墓”和蒋氏的褒扬之词。墓园之

中，梅树繁茂，松柏长青，在这庄严肃穆

的氛围里，我们共同缅怀着梅校长对两岸

清华发展作出的贡献。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新竹清

华人的活跃和善良。在建有简易看台的球

场里，清华学子生龙活虎。在有“清华大

草原”之称的宽阔草坪上，清华人三三

两两在交谈。新竹清华校园里，学校养有

“校狗”，还有专门的养猫楼。还有一个

细节令人感动：姜女士在陪同我们走出图

书馆时，看见一位青年盲人（也许是清华

学生吧），用导杆在探路。我们赶紧为他

让路；而她走过去温和地说，我来帮你，

然后将那人的手臂搭在自己的肩膀上，搀

扶着他走进图书馆，然后再回过来向我们

告别，并嘱咐小谢陪我们继续参观。

陪同我们参观的谢承叡同学自我介

绍，他的昵称是“胖猫”（尽管他身材匀

称，一点都不胖）。一路上他不停地向我

们介绍新竹清华的发展历程和游览路上经

过的各个系馆，有礼貌而毫无拘束。我们

问他，你是志愿者吗？他说不是，是校园

导览者。原来，新竹清华要求学生必须完

成一个实践环节：可以搞校园清扫，也可

以做校园导览。谢同学选择了导览工作，

为此他做了很多准备，从而也让他熟悉了

自己的学校，培养了自己的社交能力。在

陪伴我们的全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他认真

“备课”的成效，导览很是合格。我们为

了表示感谢，和他一起合影，并把“两岸

清华同根生”的红色横幅送给了他，同时

热情邀请他和他的同学们到北京来看看北

京的清华，他很高兴。回来后，我们还将

他们与我们合影的照片发送给他们，表示

我们的感谢。他们回复表示欢迎我们再次

前往访问。

在参观过程中，王兴华、杨永和邓建

炎同学还代表我们北京清华汽六一届校友

向新竹清华赠送了我校建校100周年纪念

品——印有清华校徽和百年校庆纪念图案

的黑色陶杯，他们愉快地接受了纪念品，

并回赠了绘有新竹清华名人堂的摆件。我

们这些年逾七旬的老人，不顾旅途的劳

累，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大

家纷纷表示，这次访问拉近了两岸清华人

的距离，增进了“同根生”的亲情，真是

不虚此行。

在这里，我们衷心祝愿两岸清华携手

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自己独

特的作用。

（汽车专业1961届校友赴闽台旅游团撰稿）

2014 年 6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