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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校训立碑的故事
○宋泽方（1954 建筑）

缘起

今年的校庆，正值我们1954届毕业60

周年纪念。

10年前，也就是我们1954届毕业50周

年前夕，为了纪念与感恩，由1954届刘泰

同志召集在校的同学开会，一起商量给学

校建立什么纪念物品。大家热情很高，提

出各式各样的方案。

清华校园里，校友们建立了多种多样

的纪念物，如植树、立碑、造桥，等等，

处处寄托着校友们对母校的感恩情怀。我

则提议在大礼堂区设立一座校训纪念碑。

因为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

平提高了，也兴起了旅游热。清华无疑已

经成为北京的一个旅游热点。尤其是许多

家长，都希望带着孩子到这座知识殿堂来

接受熏陶，清华美好的环境和浓郁的学术

氛围，会给青少年们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

象，这是件很好的事情。

大家来清华观赏的重点，最有代表性

的还应该是大礼堂区。这里由大礼堂、清

华学堂等西方新古典建筑和古树浓荫围合

的校园空间，充分展现了浓郁的学术氛

围与高雅的建筑品格，对青少年无疑是一

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教育。但是我觉得，

这里还缺乏一座醒目的校训，虽然这里有

一座“行胜于言”的碑石，如果再有一座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碑石，岂

不是更加完美。

我去过很多学校，见过不少镌刻着校

训的碑石，但是我觉得，来源于梁启超先生

关于“君子”的讲座，从《易经》中提炼出

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大字作为校

训，最有深度，它既体现了教书育人的崇高

标准，又沉淀着深厚的中华文化。

如果来访校园的人们，同时也能看到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有助于

进一步提升对清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

以上是我提议在这里设立校训碑石的

初衷，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并责成本人负责碑石工作。

碑石设立的地点，我最希望设在大礼

堂区，但这里是“国家文物保护区”，不

能随便设立什么东西的。为此我专门写了

报告，选择了三个地方，经过与学校规划

部门商讨，并经过张凤昌副校长的审批，
这块校训碑石不仅成为校园里的一个景

点，而且还是一本石头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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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设在清华学堂的南侧草坪边缘，这也

是我们的第一方案，是最理想的位置。

选材

方案定了之后，首先就是要选石头。

最初的想法是去山区选一块景石，在上面

刻字。我们请已经退休的原学校园林处处

长郑宗和同志作顾问，与承包碑石施工的

师傅一道，驱车去房山选景石。

房山的路上，沿路有不少展售景石的

场点。我们走了几家，虽然各式各样的景

石，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但心里总

觉得不够满意。因为要在这块石头镌刻上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大字，我并

不要求这块石头多么“美丽”“漂亮”，

而是希望这块石头朴实、沉稳而有力度，

既要很好地托起这八个字，又不能“喧宾

夺主”。

于是我打算自己来设计碑石，问厂

家能不能去开采一整块花岗石，他们说

可以。我说了大致的尺寸：宽3米，高1.8

米，厚0.6米，并问，从开采到加工大约

多少钱？他们估算需要4～5万。那里一块

像样的景石至少需要十几万乃至几十万，

虽然清华建筑设计院庄维敏院长和城市学

院傅正泰校长都同意资助我们充分的经

费，我还是决定了自己设计这座花岗石碑

石。至于将设计成什么样子，那时的心里

还没有底。

造型

从 山 里 开 采 出 来 的 是 一 整 块

3×1.8×0.6米的长方形花岗石。接下来要

考虑这块碑石的造型：

1．首先，我不希望这座碑石是太规

整的长方形，那样无论是横放、竖立，都

会感觉有点像“墓碑”，显得过于严肃和

沉闷，所以我不倾向这种造型。

2．若将碑石上面打凿成“山”字

形，也有点琐碎，不大气。

3．又试着做成中间低两头高的

“凹”字形，这种造型比较简练，但还是

有点单调。

4．后来又将“凹”字形画了一个左

高右低的方案，然后在这张图上开始写上

“自强不息”四个字时，感到这块石头好

像有向前冲动的趋势，这不正是我所想要

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吗?

从词义启发，于是我进一步从加强石

头的“动态”上做文章，将碑石的下面再

往里收一点，不仅碑石的动态更加加强

了，造型也更生动了。

碑石的正面“八个字”我请我的老

师――著名建筑教育家（也是参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汪国瑜先生

题写。

汪先生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愿意写

这几个大字，又说：“这石头是一个‘雕

作者与汪国瑜先生（右）在碑石前合影。
碑石的背面是梁启超先生关于《君子》讲座的
简介，由 1954 届校友彭福荫学长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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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最好做一个模型，再仔细推敲推

敲。”我后来又花了两天的时间，用聚苯

按1/6的比例做了一个立体的模型，他提

了一点建议，并将写好了足尺的“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一连写了3份），让我

拿回来挑选。我再用宣纸描下来，贴在石

头上，请工人师傅刻上去。

说起来刻石，我非常佩服那几位工人

师傅。诺大的一块方整的巨石，在我放样

之后，他们就用一把大锤，一个小凿子，

没几天就把我想要的外形凿出来了，真令

人佩服不已！

当这块碑石刚一立起的时候，过路的

师生就评论起来：有人说像一头雄狮，也

有人说像一头奔牛，还有人说像中国地

图……

他们的这些联想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只是想让这块碑石“动”起来，没想到

还给人们产生了这么多有趣的“联想”！

正因为有了这些联想的启发，我感到碑石

的下面再收缩一些效果会更好，但觉得师

傅们太辛苦了，请他们稍稍凿了几下就作

罢了。

碑立起之后，我专门去买了比较沉稳

的军绿色油漆，由本人亲自在刀刻的文字

上，一笔一划地描上去，让别人描我还不

太放心。

尽管碑石的造型还有点缺憾，但还是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喜爱，我们同一届其

他专业的校友听说是我设计的之后，也纷

纷来向我“道谢”，心里自然很高兴！

说老实话：立碑之初，我完全没有想

到会有这样美好的效果。

现在，这块校训碑石不仅已经成为校

园里的一个景点，而且还是一本石头的

“教科书”和“小课堂”：我看到许多导

游，专门带领着青少年们到碑石这里，头

头是道地向他们宣讲作为清华校训的来龙

去脉，有的还“考考”孩子们，“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是什么意义？这

景象，也完全超出我当初的预想，心里自

然感到无比欣慰。

由于本人从事建筑学的特点，既教学

育人，又有建筑创作的机会，在国内也有

不少实施并得到好评的“作品”和专著。

然而此生，我最看重的“作品”，还是

镌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这块

碑石，因为它将会长久长久地在校园存在

下去，并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古老的醒世箴

言：“人生，怎样才活得有意义！”

碑石的施工图

胜因院昔日风采
张唯真（1964 工物）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