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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五十年　难忘恩师情

○蒋　琪（1964 无线电）

　　我 1958 年秋季入学，在清华学习生

活了六年，到 2014 年正好毕业 50 周年了，

同学们早就相约校庆那天返校庆贺。半个

世纪以来，大家有多少美好的往事值得回

忆，有多少经历过的风雨和坎坷值得交流。

我们承诺过的“要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

工作 50 年”我们都做到了吗？

　　56 年前，我们兴高采烈、满怀雄心

壮志来到向往已久的清华园，我们女生还

有幸住进了环境优美、古朴幽静的强斋，

后来又恋恋不舍地迁往 6 号楼女生宿舍。

我们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

组成了团结友爱的班集体。记得刚入学时

我带的行李较单薄，一位北京同学不声不

响地从家里拿来一床军用毛毯给我铺上，

顿时温暖了我的心；另有两位南方来的男

生被褥也很薄，他们两人干脆合睡一床，

被大家笑称为“同床一席者”。有

一次我不小心摔伤了脚，班上男同

学每天轮流送我到校医院去理疗。

当时我们班还有几位年长的工农调

干生，他们像大哥哥大姐姐那样无

微不至地关心照顾我们，在政治上

严格要求我们，毕业前夕，我们班

有好几位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更难忘的是入学后的第一个春节，

不少外地同学都没能回家，除夕那

天，学校食堂发给我们和好的面及

肉馅，留校同学愉快地一起包饺子，

吃年夜饭，一起守岁。

　　紧张愉快的大学六年，是我们一生中

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那时，我们天天背着

书包到教室上课，到图书馆上自习；到系

馆、理化实验室做实验，完成课程设计与

毕业设计；到校办工厂车间“半工半读”；

到外地军工厂参观、考察和实习；到老师

宿舍请教和答疑。课外时间，我们到北京

郊区参加收麦子、拔花生等义务劳动；一

起到香山、颐和园、八达岭春游。有的同

学还参加校文工团和体育代表队，我当时

也参加过清华文艺社和话剧队的活动。更

快乐的是每逢“五一”和“十一”都要到

天安门游行、狂欢，并接受毛主席和中央

领导人的检阅。

　　在清华学习期间，不仅有缘接受蒋南

翔校长和本校众多资深教授的教导和影

百年校庆时，蒋琪学长（右 4）与同学在新系馆
罗姆楼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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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且还有机会见到一些国家领导人，

聆听他们的教诲。我们曾夹道欢迎周恩来

总理陪同金日成主席参观清华园，场面十

分热烈。还有一次，我们去机场欢迎邓小

平同志率团从苏联谈判后回国，当时去机

场迎接的有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

德等中央领导人。当飞机降落后，毛主席

等中央领导陪同邓小平及代表团成员绕场

一周，向欢迎人群招手致意。此外，我们

还听取过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四机部部长

王诤、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等专家的精彩报

告，深受启发教育。

　　最难忘的是我们毕业前夕，北京市大

专院校应届毕业生一起到首都工人体育

场，听取周总理和彭真市长的重要报告，

他们的讲话是那样亲切又语重心长，不少

同学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记得毕业分配时

我班只有一个到二机部（青海）的名额，

当时全班同学几乎都争先恐后地填了第一

志愿。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到最

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毕业后从 1964—1982 年，在国防

工业系统从事新产品开发工作。先是在北

京 761 厂劳动实习，参加单边带通讯发射

机的调试，两年后奔赴三线陕西参加筹

建 762 厂工作。我们要建的新厂坐落在陕

北煤城铜川市郊区一个叫马勺沟的荒凉山

沟里，两边是长满荆棘灌木丛的石山，中

间有一条小河沟，厂区远离大道，可算得

上靠山隐蔽，人烟稀少，符合当时备战要

求。我们刚去时都住在新盖的两座大厂房

里打地铺睡觉。我们从干打垒建窑洞开始，

一边建宿舍，一边参与建厂及首部样机的

研制。当时领导安排我这个新手担任样机

500 千瓦中波广播发射机的整机负责人。

我感到压力很大，只好硬着头皮向老同志

学习，整天埋头于画图纸，跑车间。我们

天天加班，过年过节也没有休息。当地水

土不好，不少人都得了“地方病”。我没

有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每天坚持在车

间和机房工作，终于如期完成了建厂首部

样机的安装调试与鉴定验收任务。紧接着

又改进试制了七部整机，陆续安装到河南、

吉林、福建和云南等地交户使用，满足了

当时备战国防建设的需要。

　　从 1982—2002 年，我在烟台从事科

技情报工作。这些年来我主持或参与地方

政府有关部门和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合作

完成了 30 多项部委、省市级课题，内容

涉及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海洋开

发、工农业生产、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

方方面面，为领导决策和地方社会经济发

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与信息服务。其中大部

分成果获得了省市级科技进步奖或科技情

报成果奖，还在有关学术会议上交流，在

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 60 多篇。这其中有

不少课题的完成都得到了母校和校友们的

支持与帮助。如“低温核供热与核能海水

淡化”课题主要靠母校核研院的老师指导，

并一同赴长岛县考察落实，共同撰写可行

性报告，一起申报国家科技部，争取立项

审批等。又如世界银行支持的“城市污水

处理新技术示范工程”，得以在烟台招远

实施，并向蓬莱及其他县市区推广，也是

依靠北京冶建院一位化学系校友帮助和参

与才成功的。

　　回顾 50 年来的人生旅途，给我影响

最大的是我系 390 教研组杨弃疾老师，他

不仅传授给我们知识，还教给我们如何做

人。在校时，他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和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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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传授深奥的电磁场理论，启发培养

学生开拓创新能力；指导我毕业设计时，

要求我与工农相结合，还亲临现场指导我

与东四人民加工厂的老工人合作，顺利完

成了课题的实验模型。老师还多次带我们

到圆明园进行现场教育，把他珍藏的描述

圆明园繁荣景象的小册子给我们看，激发

我们热爱和保卫祖国的热忱。当我们离开

学校后，老师依然关心我们成长。有一次

他听说我进厂劳动实习情绪不高时，就连

忙来信告诫我，要求我丝毫不能放松学习

和努力，把革命事业永远放在第一位。当

他得知我要奔赴三线时，他那时已受到“文

革”冲击，还要求我坚信党的领导，不要

怕艰苦，鼓励我只要是钉子，放到那里都

会冒尖。后来，我调动工作改行搞科技情

报，老师又告诉我说情报工作很重要，也

很有前途，一定不要轻视。当我要退休不

知怎么办才好时，老师又深情嘱咐我要有

所追求，千万不要虚度年华，要经常学习

新东西；还要求我趁“年轻”抓紧时间锻

炼身体，并送我一些健身书籍。

　　2012 年是我们系建系 60 周年，我们

向建系元老88岁高龄的杨弃疾老师祝寿。

当我去看望他时，他非常高兴，精神也很

好，告别时，他坚持送我到大门外，和师

母一直深情地站在宿舍门口目送我离开，

我非常感动又依依不舍。我在等待 2014

年校庆那一天，在庆祝我们毕业 50 周年

的欢乐时刻，同时也会高兴地祝贺我们敬

爱的杨弃疾老师 90 寿辰，衷心感谢老师

的辛勤培养，祝愿老师健康长寿。

　　注：杨弃疾先生已于 2014 年 2 月 2

日仙逝。

毕业四十年 

○李红耘（1974 化工）

　　清华毕业 40 年了，回顾往事，有许

多无法忘却的记忆。

　　1976 年 1 月 8 号，我依依不舍地告

别了上学三年多，工作近两年的清华园，

回到子长县芽坪村当社员。

　　和许多人不同，我从小的愿望就是长

大做一个好社员、好民兵。1962 年，我

们芽坪村的民兵连是延安地区的红旗单

位，民兵工作搞得轰轰烈烈。那些女民兵

们个个英姿飒爽，还有几个女民兵具有“神

枪手”的光荣称号。当时只有十多岁的我

很羡慕她们，暗下决心长大了要像她们那

样。从会干一点农活开始，母亲就带我们

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要求我们不要怕苦

不要怕累，干活要有个干活的样子，尽管

没有工分挣。我还利用放假期间或者晚上

的时间给社员教唱革命歌曲。中学时期，

我们学知识，学雷锋，学习邢燕子、董加

耕、侯隽等优秀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暑

假寒假都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奠定了基

本的热爱农业生产的思想品质。对我们这

些农村学生来说，当农民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顺理成章。

　　作为知识青年，我们发动和组织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