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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晚上回到宿舍，回忆实习内容，整理

实习笔记，一起讨论问题。每周工作6天

之外，星期天也不休息，有时晚上开会，

学习报纸上的材料，关心国家大事，统一

思想认识。

实习后期，晚上忙于写实习报告，把

一个多月的实习收获、心得、体会记录下

来。完成生产实习之后，同学们满怀喜悦

之心，回到美丽的清华园。通过生产实

习，把学习的科学理论同生产实际结合起

来，加深了理论认识，体会到理论的价

值，学到了课堂、书本不可能学习到的知

识、技术。同时，通过生产实习，学到了

车间领导和工人们的优秀品质和勤劳诚实

的作风，认真负责的精神，这一切，对我

以后走上工作岗位的成长、进步，包括成

为工程师，具有重要作用。我们离开北京

化工二厂之前，工厂的主要领导和我们全

体实习同学，聚合车间的领导与工人和我

们部分同学，在工厂里面照相留念，这些

照片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

往事杂忆
○周子寿（1964电机）

我们毕业已经50年了，但是50年前在

校的往事，有许多还深深地印在脑中，回

想起来，历历在目，激动人心。

入学

我是1958年从江苏省泰兴中学保送入

清华电机系的。开学时我和无线电系周锦

宝、肖开亮一起第一次坐火车来到北京，

9月8日早晨到前门火车站下车，受到清华

迎新同学的热情欢迎，引领我们上了解放

牌大卡车。我们站在大卡车上，意气风

发、喜气洋洋地第一次游览了北京城。卡

车从西校门进校，两个大石狮子威风凛

凛。进入校园，“美丽的清华园，红色工

程师的摇篮”、“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工

程师”两幅巨大的标语映入眼帘，内心感

受到极大的震动和鼓舞，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也成了后来人生的努力方向。到电机

系接待站，先到的余步高同学将我领到了

西大饭厅南面的第十宿舍住宿，由此开始

了清华园的新生活。

医院里的学习小组

开学上课以后不久，我患黄疸型肝炎

住进了校医院，住在同一个病房的还有蔡

子才、皇甫岷两同学，他们两个人也是电

机系的新生，是发电专业的，同一个教

室上大课。我们住在医院不能去上课了，

差不多每天班上都有同学来看望我们。他

们除了给我们送一些慰问品以外，更难能

可贵的是将他们每天的听课笔记带给我们

看，有时候他们将听课笔记另抄一份送给

我们，有时候直接将听课笔记送给我们，

我们在医院里抄，我们病房里的三个人再

互相传阅、互相抄，我们边抄边学习，遇

到不懂的问题就相互讨论，讨论不清楚的

问题再问同学。在两个半月的住院期间，

班上的同学不断地给我们送听课笔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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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三个在医院里坚持传抄学习，我们病房成

了医院里小有名气的学习小组，使我们的功

课落下的不多。在期末出院后，我参加了期

末的俄语考试，通过了。经过一个寒假的复

习，参加了新学期开学前的高等数学补考，

也通过了。现在想起来，非常感谢班上同学

纯真、无私的关爱，我至今感激不尽。

名师讲课

开学后，我们到百花山参加了植树造

林活动，在云雾缭绕的山坡上，挖鱼鳞

坑、水平条，上山一身汗、干活一身汗，

干得很欢，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回校后，

又参加了大炼钢铁运动，课外时间很少能

够静下心来看书。可是，令人终身难忘的

讲课老师，弥补了我们的不足，给我们讲

课的老师都是最优秀的大师级教师，像高

等数学老师赵访熊、胡显承，物理老师张

三慧，理论力学老师官飞，材料力学老师

杜庆华，高等材料力学老师钱伟长，电工

基础老师王先冲，电工量测老师唐统一，

电机学老师章名涛、艾维超、陈汤铭，专

业课“交流电机的过渡过程及运行方式的

分析”老师高景德，等等。他们学识渊

博，讲课生动、语言风趣幽默，风度翩

翩。听完了唐统一老师的第一堂课以后，

就有同学说，听唐老师讲课，像听音乐一

样，特别好听，越听越爱听。王先冲老师

在讲电磁场时，他左手拿着一支粉笔，右

手拿着小刀的样子，一边削着粉笔一边

说，世界上什么东西越削越大？大家愕

然。他停了片刻，提高嗓门说：窟窿，窟

窿越削越大！立即引来课堂上一片笑声。

电磁波的传播就像窟窿越来越大那样向四

周扩散。好形象的比喻！直到今天，老同

学相见，每谈到王老师的讲课，都还津津

乐道。这些老师言传身教，谆谆诱导，不

仅教我们“为学”，也教我们“为人”，

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清华“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校训精神，这种精神也深深地扎

根于我们身上，使我们在不同岗位上的校

友传承、发扬着清华精神。

跑教室跑图书馆

1958年，新建的西主楼、东主楼相继

使用，我们住在西区的1号楼，课程多安

排在一教、二教或新主楼，上下课都是来

回奔跑。特别是有一学期，第一节高等数

学课安排在东阶梯教室，第二节化学课安

排在西北区的化学馆，第一节高等数学下

课后，立马向西区跑去。当时我们班上只

有缪铁夷同学有一辆旧自行车,其他同学

都是靠两条腿跑,气喘吁吁跑到化学馆教

室,刚坐下,上课铃就响了。常常有同学迟

到,老师也不批评，因为两教室之间的距

离实在是太远了。

跑图书馆占位置，也是老同学见面常

常回忆的事情。那时复习功课多是在图书

馆，如果上午第一节没有课，或是星期日

上午，都要早早地到图书馆去排队等候开

门，有时候，先到图书馆排队占到一个位

置，放下书包，再去食堂吃早饭。当时能

够在第三阅览室占到一个位置静下心来看

书，真是件很幸福的事。

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

我们的毕业设计是在哈尔滨电机厂真

刀真枪进行的。我们设计小组共8个人，

有夏元生、曾文胜、吕炳仁、曾福湖、王

永福、徐振华、刘纯礼和我，带队老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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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宝。我们1963年12月到了哈尔滨电机

厂，先在车间实习一个月，后到设计科做

毕业设计。起初，厂方对我们不太放心，

不愿将主要设计任务交给我们，只让我们

打下手。我们不急不躁，认真对待，从最

基础、最日常的工作做起，打水、扫地、

搞卫生；倪工程师母亲去世了，我们帮助

办丧事；下雪了，我们第一批到厂里扫

雪，工厂的大喇叭代表全厂工人感谢、表

扬清华大学实习队，为工人上班扫清了道

路。对于交给我们打下手的活儿，我们也

一丝不苟，认真做好每一件事。经过近一

个月的努力，我们的行为感动了厂方，厂

方终于让我们承担主要设计任务了，我们

每个人都有一项设计任务，我负责的是水

轮发电机转子的设计。

设计科的负责人是王初铭总工程师。

我们的毕业设计题目是：新安江水轮发电

机增容设计。新安江水电站位于浙江省建

德县，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

己施工建设的大型水电站，1957年开始建

设，1960年第一台机组安装运行发电。因

为建设了新安江水电站大坝，才有了后来

美丽的千岛湖旅游景区。新安江水电站的

水轮发电机是由哈尔滨电机厂设计制造

的，起初几台的装机容量是7.25万kW，

运行以后，还有潜力可挖，于是决定增

容，将每台的装机容量提高到7.5万kW。

我们的毕业设计任务就是在厂方指导下进

行增容设计。

承担了实际的设计任务，我们都感到

责任重大，一个个都兢兢业业，全力投

入。我们首先学习阅读了7.25万kW原有

的图纸资料，分析研究增容后产生的新问

题，反复比较研究，然后，提出改进意见

和设计方案，与厂方协商沟通，方案通过

以后，进行设计计算、绘图。四个月的时

间，我们总共出了四百多张图纸，我们8

个人每个人都出了一堆图纸，少者十几

张，多者五十多张，按时完成了7.5万kW

水轮发电机的增容设计任务，工厂当年就

按照我们的设计图纸投产了。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我们认真对待每

一个零部件，遇到难题，大家一起讨论，

集思广益，攻克难关。我们虚心向工程技

术人员学习，到车间去向实际学习，向工

人师傅学习，使每一张图纸都有理有据，

保证质量，能生产，易安装，保安全。

我在进行转子机械计算时，对轮辐的

薄壳简化计算没有把握，还专门写信向工

程数学力学系的张福范教授请教，张教授

亲自给我回信，使我受益匪浅，也深受

感动。当时进行机械计算的公式都是前苏

联的资料，在进行计算时，只是将数据代

到字母中去，依葫芦画瓢，一步步进行计

算，而对于公式的来历，是知其然不知其
电机系哈尔滨毕业实习队1964年在松花

江防洪纪念碑前留影，站排右一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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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然。我利用钱伟长老师给我们讲授的

高等材料力学知识，用两个月晚上的时间

对全部机械计算公式进行了演示推导，使

每个计算公式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王初

铭总工程师看后十分惊喜。这份资料被厂

方收留保存。

1964年毕业前夕，李寿慈副校长专门

和我谈了一次话，了解我们小组在哈尔滨

电机厂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的情况。我简

要向他汇报了从厂方最初不放心，到给我

们每个人都分配了真刀真枪的具体任务，

到我们按时交出了400多张合格图纸的奋

斗过程。李副校长听完我的汇报以后很高

兴，他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你们的毕业

设计做得很好，祝贺你们。毕业是大学学

习阶段的结束，也是新的学习阶段的开

始，要继续努力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实

际学习，向工人师傅学习，将理论和实际

结合起来，做出更大的成绩！

第二天在全校毕业典礼大会上，我从

李副校长手中接过了“清华大学优秀毕业

设计小组”大奖状。

大学生活掠影
——清华大学光0班五十载回想

○宋小逸（1970精仪）

那是50年前的事了。1964年夏，我高

中毕业。8月，接到北京清华大学录取通

知书，于月底前去报到。

清华是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科院

校，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我

们班属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光学仪器

专业，学制六年，原计划于1970年夏季

毕业，编号光0班。全班共有36名同学，

分别来自12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北京市6

人，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各5人，广

东省、河北省各3人，浙江省、山东省、

辽宁省各2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黑龙江

省、湖北省各1人；全班男生30人，女生

6人，可说来自五湖四海了。男生住在东

区七号楼，女生住六号楼；七号楼每室十

多平米，住6人，配备上下层木床、双屉

桌，显得很挤，但大家都很满意，互相礼

让友好。

班主任康立民老师召集全班同学，选

举班委，我被选为班长。班里设团支部，

田芊是支部书记。李中和老师是辅导员。

在康老师带领下，班里第一项任务是登

记、申领并发放学生助学金。当时，不管

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困难或不宽裕的家庭

很多，我们班70%同学都获得了助学金。

有来自农村的同学，全家仅有一床被；个

别南方同学甚至光脚来报到。康老师不厌

其烦，让我们挨个调查统计，然后去系里

申领，全部予以补助。同学们远离家乡、

父母亲人，来到清华园，得到如此照顾，

领到崭新的被褥、床单、鞋袜，甚至内裤

时，心里都暖呼呼的。

几天后，学校召开1964年新生入学典

礼。校领导在报告中提到，当时国家还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