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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尧学，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1982 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990 年获日

本东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到清华大学计

算机系任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学位管理与研究生

司司长等。

　　

　　第一次见到木兰花开，是在 1990 年

的春天。4 月的清华园，工字厅里，那株

满是竞相绽放着木兰花的木兰树，吸引着

无数清华学子和游人的目光，使得无论是

工字厅里那些出出进进、忙忙碌碌的领导、

学者、学生、工作人员，还是有机会一游

清华的游客或休闲的人们，都驻足在这棵

可称为园中一绝的木兰树旁，或留影，或

观花，或发出无数惊叹！

　　我那时候刚从日本留学归来，7 年的

留日生活，使我熟悉了那白如云、红如血，

来得迅猛，去得悲壮的美丽温柔又无比刚

烈的樱花。每年的三四月，从日本南方的

九州列岛，一直到最北方的北海道，樱花

不断地盛开，不断地凋谢，前面在开放，

后面在凋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每次

开放，也就前后一个星期。惹得那最爱招

花引蝶的日本民众一到樱花盛开的季节，

就狂欢乱醉在那艳丽的樱花下，美其名曰：

花见。

　　然而，清华园中的木兰花，给人的是

完全另一种美。她洁白晶莹、妩媚妖娆、

仪态端庄、美观典雅、清香远扬……，在

那春天的阳光下，璇旖的花瓣舒展地享受

着阳光的触摸，含羞地绽放着；给人带来

清香、甜蜜、浪漫、希望……

　　看到这棵高大的木兰树和满树美丽的

冰清玉洁般的花，正在办理进校手续的我，

竟毫无知觉地停下了那匆匆的脚步……

　　迈入伟大的清华园，就有幸邂逅如此

美丽的花，木兰给我带来的欢乐、鼓励和

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其后，每逢 4 月，每

逢清华园的木兰花开，我们全家必然会去

欣赏这美丽的木兰花，去看那棵高大的木

兰树。听说，我国远在春秋时期，就已开

始种植木兰，伟大诗人屈原也早就有“朝

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菊之落英”的佳句，

以示其人格的高洁。作为一名改革开放之

后成长起来的大学教师、科技工作者，我

希望、我立志向木兰学习，努力工作，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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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带来知识、带来学习知识的方法，给

社会带来新的科技成果、带来更多的社会

经济效益……

　　从 1990 年春开始，14 年过去了，尽

管工作有所变动，但我一直在清华园的一

角，从事我的教学，从事我的科研。无论

寒暑、无论是周末还是节假日，在教书育

人的同时，更乐得探索科学技术中未知的

奥秒。

　　2004 年的春天，又一次见到了木兰。

中央党校的召唤，使我走进了颐和园边优

美的中央党校校园。3 月 1 日开始，和 98

名同志一道，学马列、学毛泽东思想、学

小平理论、学三个代表；学当代经济、当

代科技、当代军事、当代宗教、当代文化；

曰之“四基本”、“五当代”。提高思想

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中的各种成绩与问题。由工科跨

到了文科、由研究科学技术转到了研究哲

学和学习管理。党校的老师们要求我们要

完成三个转变：由领导到学生的转变、由

工作到学习的转变以及由家庭生活到集体

生活的转变。看来，我还要存在另一个转

变，即从工科的以逻辑思维为主转变到以

文科的全局的、哲学的思维为主上来。

　　好在又见到了木兰！宿舍 18 号楼的

窗外，正对着我的窗，哪怕是卧在床头，

也能见到那株亭亭玉立的木兰树。美丽的

木兰树，美丽的木兰花、高贵典雅的木兰

花，无邪地绽放着……

　　大自然的恩赐是如此的美妙，领导和

组织的关心又是那样如沐春风！在这回国

工作 14 年之际，我得到了这宝贵的一年

时间，在这“全无车马喧”的求是园里，

安心地读书、冷静地思考、理智地讨论、

逻辑地梳理、全面地小结、如饥似渴地求

教，多么安静和平和的时光！多么难得的

运气和机会！望着窗外天空中飘过的白

云、园中盛开的木兰、欣赏着春天的阳光

和随风婆娑的路边白杨的树叶，感激之情

油然而生！我们应该感谢大自然，给了我

们如此美丽的环境；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

祖先和前辈，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优秀卓越

的文化；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社会和我们

的党，培养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了生

活，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忠诚，懂

得了爱；我们应该感谢领导、同事、朋友、

亲人，正因为有了他们，生活才变得如此

美好！

　　14 年前的北京，由清华园进城还是

以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为主。破旧的马路、

低矮的楼房随处可见。那时的工资，我记

得，在国外做完博士后归来，月薪也就是

112 元，可买 40 斤左右的红富士苹果，

或者是半辆永久牌自行车。当然，当时的

出租车大约是 1.2 元 1 公里，一个月的工

资可以乘 60 公里左右的出租车（15 公里

以后加倍收费）。那个时代教授们的话题

大多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傻不过博士，穷不过教授”，“旧社会

的教授们可以坐得起黄包车，今天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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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起出租车。”“什么时候大学老师们

的工资能到 3、5、8 ？（讲师月薪 300 元，

副教授 500 元，教授 800 元）”等等。

　　我们一家三口从日本回来，由于学校

照顾，才得以住进了一套“文化大革命”

中修建的、窗户始终无法打开或关闭好的

建筑面积 44 平方米的小套间。除了放书，

摆一大一小两张床，只剩下侧侧身子的空

间了。就这样，小孩子想继续学习钢琴，

就只好用国外带回的外币去兑换人民币购

买了，工资的确不够花。那时候外币还不

能兑换人民币，只能兑换成外汇券。外汇

券是一种很多目前大学生们可能都没有多

少印象的有价证券。

　　就这样，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的 90 年

代初，几乎每家都有了电视、冰箱、洗衣机

的时代，人民的物质生活也还是很不易的。

更不提“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人民的生活

是多么艰苦！社会的进步和科技教育与生

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

活的极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然而，以人为本和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观为我们进一步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和发展

中的问题。我们要给子孙留下更多的资源、

更好的环境，我们要建设一个更加公平、

更加和谐的社会。我们要让我们的子孙一

代比一代幸福。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

认真思考、仔细琢磨、实事求是、追求社

会发展的真理。

　　荷塘边的月色下，木兰树下的春风中，

回忆、思考、展望。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精神，新的理想带

来新的人生。在以人为本的时代里，有各

种各样的人生和各种各样的精神。但是，

木兰，她把美丽无私地奉献给所有的人更

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

　　生命里有许多重逢，也有许多巧合。

在清华园见到了木兰，激励着我教书育人

和努力科研；在求是园又见到了木兰，激

励我实事求是和追求真理。木兰花谢花又

开，美丽永在人间。我愿自己能化做这木

兰的一片小花瓣，在阳光下绽放，为人民

带来哪怕是一小点的清香、甜蜜和希望。

　　（选自张尧学著《又见木兰》，中央

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1 月）

●读者·编者

郭杰学长来信

　　在校友总会百年庆祝活动专题报道

中，我们看到了总会百年的辉煌成绩，也

看到了总会老师们为服务校友、服务母校

而付出的辛勤劳动。作为一名普通校友，

我向你们致敬！

　　总会百年是个历史节点，也是校友工

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契机。2014 年

是《清华校友通讯》创刊 80 周年，这也

是总会百年的重要内容，希望能继续看到

相关的专题报道纪念文章。 

　　总会百年的报道很丰满、很感人。我以

为欠缺两个元素：一是可不可做个专题“来

自总会的声音”，让总会的老师们写几句寄

语并配发照片，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向

广大校友发声，这会大大增强亲和力。其二，

应多刊登一些来自基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

层校友与总会交流互动的感人故事，能激发

他们与母校、总会的凝聚力。

郭杰（1979 精仪）

         2014 年 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