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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真情

　　原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把他的新

作《闲来笔潭》的部分稿酬 100 万元捐赠

给清华大学，设立“清华大学昱鸿助学金”，

表达他对母校培养的感恩之心和对贫困学

子的殷切期望，捐赠仪式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

　　我们与吴官正是大学同学，1959 年

进入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学习，1965 年

大学毕业。王桂增留校工作；吴官正继续

攻读研究生，1968 年上半年，分配到武

汉葛店化工厂工作；刘祖照参加“四清”，

1968 年分配工作离校。算起来，我们与

吴官正在清华同窗将近 9 年。

一、寒窗苦读，品学兼优

　　吴官正家境贫寒，这同学们都是知道

的。大学入学时，他只带了一条被子，没

有铺垫的东西，后来同班同学高成送给他

一条旧毛毡，冬天才好过些。他御寒衣服

不足，也没有条件买，冬天在室外参加公

益劳动时，为了暖和一点，就拿一根绳子

系在腰间。他一件蓝布棉袄从入学穿到离

开学校，有的地方都磨破了，露出了棉花。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吴官正在大学里享受

甲等助学金，开始 15.5 元（伙食费 12.5 元，

书本和日常开支 3 元），后来提高到 19.5

元（伙食费 15.5 元，书本和日常开支 4 元）。

从他的著作《闲来笔潭》中才知道他从童

年起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生活

之困苦，是我们所没有想到的，读了令人

心酸。

　　吴官正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从小学

到中学，学习一直很好，1959 年以优异成

绩考入清华大学。在大学里，他学习主动，

课后作业完成得也很快。1960—1962 年经

济困难时期，因为吃不饱肚子，学校从实

际出发，提出“按热量办事”，减轻了学

习负担，个别同学有放松和悲观情绪。而

吴官正虽因营养不良，出现浮肿，但他始

终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没有放松自

己的学习和追求，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

于这个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乐于帮助

同学，同学有问题也愿意找他，班上个别

同学有补考的科目，他都会主动帮助辅导。

从吴官正的捐赠说起

○王桂增（1965 动力）  刘祖照（1965 动力）

昱鸿助学金捐赠仪式。前排左起：陈吉宁、
张锦裳、李家强；后排左 3 王桂增、左 4 刘祖照、
左 5 贺美英、右 3 吴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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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 年，他和其他 6 名

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到上

海合成橡胶研究所进行毕业

设计。他理论联系实际，创

造性地解决了某装置的液位

测量和控制问题，提高了产

品质量和装置运行的安全性。

该小组获“优良毕业设计小

组”称号，北京市委机关刊

物《前线》杂志在 1965 年还

发文介绍了该毕业设计小组

的事迹。

　　吴官正 1962 年入党，是

量 5 班同学中在大学最早入

党的党员，并曾担任班长和

团支部书记。在公益劳动中，他处处带头，

脏活累活抢着干。一次，他拉板车，不小

心，车翘起来，车把打着了腰部，好长时

间才好。由于他学习好，性格率直，诚恳

待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在班上很有

凝聚力。在他的带领下，经同学们的共同

努力，毕业时量 5 班成了四好班集体。

　　由于他品学兼优，毕业时获校优秀毕

业生奖章，并受到蒋南翔校长的亲切接

见，当年的《新清华》还发表文章《迈进

在红专大道上——记动力系优秀毕业生吴

官正》。

二、同学情深，有难相助

　　在大学里，吴官正不仅是一名好学生

和好干部，更是同学的好朋友、好兄长。

下面讲几件他大学生活中的轶事。

　　同学们知道吴官正上大学时就已经结

婚，夫人叫张锦裳。上世纪 60 年代，有

一部名为《红日》的电影，其主题曲中有

一句“一座座青山，紧相连……”班上同

学就拿吴官正开玩笑，当着他的面高唱“一

座座青山，……”当唱到“紧相连”的时

候，把歌词一改，声音提高八度，大声唱

“锦裳连”，只唱得他满脸通红。

     在一部名为《小兵张嘎》的电影中，

有一位活泼、可爱、机智勇敢的小男主角

叫“嘎子”，很讨人喜欢。由于吴官正同

志性格率直，且富幽默感，有时还表现出

可爱的童真，于是同学很友善地给了他一

个绰号“嘎子”。

　　1964 年上半年，我们班到北京高井

电厂毕业实习。一次在宿舍里，吴官正脱

了鞋坐在窗台上与大家闲聊，不知哪位同

学偷偷地把他的鞋拿走了，当他准备下来

时，发现自己的鞋不见了，他摆着双腿，

喊着：“我的鞋呢？！”据此，同学编了

一段顺口溜：“嘎子坐窗台，两腿空中摆，

嘴里哇哇叫：我的鞋？！”

　　吴官正因家境贫寒，读书稍晚，在班

1965 年量 5 班毕业留影。后排右 3 为吴官正，前排
右 1 为王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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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龄较一般同学大，大家便亲切

地称他吴大哥，有时甚至直呼他“嘎

子哥”，称他的夫人为嫂子。即便

在他身居领导岗位期间，聚会时不

少同学仍称他吴大哥。

　　大学 6 年，吴官正与同学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担任领导职务后，

虽然公务繁忙，但无论出差到哪里，

他总不忘抽时间给在当地工作、生

活的同学打个电话或聚一聚，询问

同学的健康和工作情况、家里有什

么困难。来京工作后，同学大的聚

会，他都努力安排好时间，积极参

加。从下午到晚上，参加座谈会，与同学

聊天，和大家共进晚餐，直到很晚。

　　在与同学的聚会中，吴官正常自掏腰

包请同学们吃顿饭，有时还给同学准备一

些小礼物，而同学为他准备的礼物，他总

是婉拒。

　　同学有什么困难，吴官正能帮的、该

帮的，总是尽量帮一把。2009 年 9 月，

我们刚结束入学 50 年的同学聚会，从深

圳来京的高成同学检查出肝上有肿瘤，需

要在北京住院做手术。得知这一消息，吴

官正同志不仅帮助联系医院，还与夫人多

次到医院看望慰问。

　　2013 年 4 月，老同学王立杰因脑溢

血住院，吴官正和夫人一起到医院看望，

并带去了慰问品。他向大夫了解王立杰的

病情和治疗情况，并感谢医院的悉心救治。

　　班上一位在沈阳工作的同学去世较

早，同学的爱人和大儿子均患有严重疾病，

靠小儿子撑起这个家，家境十分困难。一

次，吴官正同志去沈阳出差，执意要去该

同学家中看望，在单位和当地领导的帮助

下，解决了这位同学的家庭困难。

　　还有一位同学，家属重病几年，医药

费报销遇到了问题，造成生活困难。他了

解到这个情况，积极联系有关部门，帮助

解决了问题。总之，只要吴官正得知同学

有困难，他总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给予帮助。

　　吴官正与同学之间的深厚感情可从他

在入校 50 周年同学聚会时的一段讲话中

看出：“同学们，人间重晚晴。‘聚散苦

匆匆，此恨无穷’，因为‘别时容易见时

难，岁月无情人有情’，请大家保重，祝

同学们家家幸福安康 !”

三、求学成才，师恩难忘

　　吴官正求学成才，并成为党和国家领

导人，使得他一直对培养自己的小学、中

学和大学老师与学校怀有一颗感恩之心。

在地方工作时，他只要出差北京，总会抽

时间到学校看望自己的导师方崇智教授和

其他老师，并先后受到时任校领导艾知生

同志、李传信同志和张孝文同志的接见。

1994 年李传信和张孝文会见吴官正同志。前排左
起：方崇智、张孝文、吴官正、李传信；后排左 1 承宪
康、右 2 刘祖照、右 3 王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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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官正很敬重导师方崇智教授的学

识、人品和治学精神，感谢老师对自己

的培养和教育，多次来校看望恩师。1999

年 11 月 22 日，他写信祝贺方崇智教授

80 华诞。贺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方先生崇智同志：

　　今年 11 月 25 日是您 80 华诞，学生

特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先生把深沉执着的爱国热情和教书育

人的建树凝为一体，以辛劳清淡的高尚品

格，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渊博的学识，

高超的授课技巧，深深地教育、感染和影

响着我们。我为您对党和国家教育事业作

出的突出贡献而高兴，为有您这样的师长

而自豪！学生将唯有忠诚事业，努力工作，

清正廉洁，才能感谢和报答您对我的关怀

和教育，才是对先生八十寿辰最好的祝愿。

祝先生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学生  吴官正

1999 年 11 月 22 日

　　2008 年 11 月 10 日，他写信祝贺方

崇智教授 90 华诞：

尊敬的方先生崇智同志：

　　欣闻先生九十华诞，特致信表示热烈

祝贺！

　　数十年来，先生忠诚爱国，朴实无华，

严谨治学，术业精深，教书育人，孜孜耕

耘，成就斐然。

     在清华求学期间，对党组织的关心、

培养，对先生和各位老师的教育、帮助，

我永铭于心。

　　值此喜庆之际，学生拟两句话呈献先

生：

逾米龄又两载可喜慈颜久驻，春华秋实；

去期颐再茶年预征后福无量，海屋添筹。

学生  吴官正

2008 年 11 月 10 日

　　2012 年 4 月 18 日，方崇智教授因病

去世。4 月 22 日，吴官正同志正在发烧，

他说服了医生，打了退烧针，与夫人一起

去参加恩师方崇智先生的遗体送别仪式，

并写下了如下悼词：

一水蒹葭悲空座，满园桃李哭良师

　　2013 年是蒋南翔老校长诞辰 100 周

年，吴官正用铅笔画了一幅蒋校长的意态

像并派秘书于 10 月 12 日下午送给学校，

表达他对培养自己成才的母校老校长的尊

敬与怀念。胡和平书记代表学校接受画

像，并表示将把画像收入蒋南翔校长纪念

文集。吴官正同时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内

容如下：

王桂增、刘祖照同学：

　　今年是敬爱的蒋校长诞辰一百周年，

我斗胆学涂了一张他的意态像，以表学生

的一片情意。烦请转交给陈校长、胡书记

指教。我从未学过画，小学生的水平，老

学生的心态，见笑了。

　　全家好！

吴官正

2013.10.12

　　吴官正觉得这封信意犹未尽，当日下

午又补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王桂增同学：

　　我还想啰嗦几句。您知道我从未学习

过画画，也无这方面的爱好。今年初在嫂

子压迫下，涂了好几幅，自己也不满意。

     前几天在 200 号参观时，陈校长和胡

书记送了我一本《蒋南翔传》，我请他们

签上名，很是喜欢。封面上校长的相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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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我认为他的英灵应在百花前。我参

考此照，加上大学毕业时校长给我留下的

深刻印象，涂了一幅。

     校长脑门锃亮，眼光深邃，是位智者。

经政治风浪，见人生百态，沉着坚定，无

私无悔，具有松柏风骨，鼎彝精神，令人

敬仰！

     我用了约三小时涂描，作为纪念敬爱

的蒋校长诞辰一百周年的作业，献请学校

和您阅改。

     人间重晚晴。

吴官正

2013.10.12

四、捐资助困，情系学校

　　吴官正的贫苦经历，成才道路，使得

他总不忘贫困学生求学的艰辛，培养人才

的重要。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吴官正一直

关心和重视教育，他在江西和山东工作期

间，为南昌大学和新山东大学的建设和发

展呕心沥血，亲自登门聘请清华大学潘际

銮院士担任南昌大学校长。2003 年 12 月

12 日，吴官正来校指导工作，并在校长

顾秉林的陪同下参观了自动化系实验室。

他一直关心清华的建设和发展，但又不愿

意打扰学校领导。2012 年 10 月 16 日，

他在秘书的陪同下来到新清华学堂旁的校

史馆参观，既没有通知学校，也没有告诉

在校的同学，工作人员认出他后打电话给

学校，陈吉宁校长赶来陪同。

　　在电话交谈和与同学小聚中，吴官正

几次提到，要把自己的稿费捐赠给学校，

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他先后出版了《城市

改革与系统工程》、《汉水横冲——武汉

城市改革的实践与思考》、《正道直行

——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民

贵泰山——山东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与思

考》等，并用这些书的稿酬先后向自己曾

经就读过的乌泥小学、余干中学、鄱阳中

学和付出过心血的南昌大学、山东大学等

学校捐赠 500 多万元。

　　2013 年他又出版了新作《闲来笔潭》，

该书以其流畅的文字和生动的笔触回忆了

自己艰难的青少年时代、工作后的难忘经

历以及退下来后的所思所想，受到广大读

者的欢迎。9 月初，吴官正打电话给王桂

增，说准备把《闲来笔潭》的部分

稿费 100 万元捐赠给清华大学，设

立“清华大学昱鸿助学金”，用于

资助贫困学生，并委托夫人张锦裳

女士和儿子吴少华出席相关捐赠

活动，希望捐赠活动低调务实。王

桂增当即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原理事长贺美英同志打电话汇报

此事，贺美英同志表示，欢迎和感

谢吴官正同志给学校教育基金会

的捐赠，并约请他的秘书来基金会

商谈捐赠活动安排与资金管理等
2003 年吴官正参观自动化系实验室。前左 1 为吴

官正、右 1 为顾秉林、右 2 为刘祖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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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9 月 23 日，捐赠仪式在工字厅举行，

陈吉宁校长和吴官正同志的夫人张锦裳女

士等出席。张锦裳女士表示，希望通过“昱

鸿助学金”的设立帮助更多家庭经济困难

的学生刻苦学习、砥砺成长，将来为国家

和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陈校长代表学校

对吴官正学长心系清华发展表示衷心的

感谢，赞扬吴官正学长是清华的杰出校

友，广大青年学子学习的榜样与楷模。

陈校长说，此次捐赠体现了学长对清华

的特别关心与厚爱，表示清华将不负学

长嘱托，用好这笔资金，把学生培养好、

把学校发展好。

我的三舅李诗颖

○王夏宇
　　

　　三舅李诗颖是我母亲的弟弟，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 (MIT) 终身教授，美国国家工

程院院士，是位卓越的科学家。虽年近百

岁，但是身体硬朗，思维敏捷，神采奕奕，

步履矫健。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

写的英文自传（An autobiography），内容

丰富多彩，记录了他数十年如一日，研究、

探索、艰苦奋斗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历程，

为全世界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

贡献。1971 年中美关系开始好转后，他

是第一批回祖国大陆观光、讲学的美籍华

人科学家。

　　三舅李诗颖祖籍福州，1917 年出生

于北京。李家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

世代以知识和才华立足于主流社会，1910

年迁居北京。我的外祖父李景堃（次贡）

曾就读于清光绪年间的“全闽大学堂”，

当时监督（即校长）陈宝琛是清朝的帝师，

即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外祖父在清朝的

最后一期科举考试中中了“举人”，他的

三哥李景铭中了“进士”，他的八弟李乔

苹是我国化学界的先驱，著名的化学家，

一生撰写化学专著十多部，受到国际化学

界的高度重视和赞扬，给人们留下了宝贵

的知识财富。我的外祖母陶碧若也是大家

闺秀，知书达理，贤淑善良，毕业于福州

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成绩优秀，名列前

茅，毕业后曾留校任教数年。民国后外祖

　　我们一位同学在看了捐赠活动的报道

后来信说：“吴官正同学从一个清华的贫

困学生，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休后，

又将稿费 100 万元捐给清华，资助现在的

清华贫困学生，使他们能在学校顺利完成

学业，将来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他的行

动可敬可佩！”

　　吴官正同志虽自幼家境贫困，但勤奋

好学，品学兼优，是年轻学子的楷模；他

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不忘同学情，不忘贫

困学子求学的艰辛，不忘培养自己成才的

老师和母校，是我们同学的好榜样，清华

的好校友；在领导岗位上，他关心群众的

疾苦，勤政务实，廉洁奉公，是党的好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