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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年园地

清华的色彩

○胡　钰（1991 级电子）

2016 年的第一天上午，我走进了位

于大礼堂草坪东侧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办

公室。之所以来，因为下学期要讲两门课

“新闻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需要备课。

坐下来，打开电脑，突然有了一种错

觉，似乎回到 1998 年的夏季。当时我刚

刚留校工作，在人文社科学院，徐葆耕老

师和孙殷望老师找我谈话，也给我安排了

两门课：“新闻理论”和“舆论学”。于

是乎，整个暑期就在备课中度过，当时我

把每节课的讲稿都写了出来，每次要 2 万

字左右。今年寒假又要开始备课了，毕竟

已经许久没有系统讲授一门课了，毕竟现

在学生的信息量与活跃度远胜于近 20 年

前他们的学长了。

在备课时，仔细读了范敬宜院长和李

彬老师 10 年前首次开设“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后学生们写的数十份学习体会，从

中，可以读到他们对这门课的体会，也可

想改掉那些肥大的衣服裤子能适合我的体

形。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可以把自

己的裤子和衣服简单改瘦些，而且学会了

绣花，因此针线功夫还可以。

我一直对服装设计制作有很浓厚的兴

趣，即使上了清华，设计制作服装一直是

我的一个业余爱好，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时

候，我从没停止过自学裁剪和制作服装。

从最简单的裙子开始，到裤子、上衣、外

套、风衣，我都实践过，做出来的衣服别

具一格。我还收集了很多国外的过期的服

装杂志，认真学习裁剪。上研究生的时候

参加研究生会女生部，特意请过来一个专

业裁缝师，组织了一次裁缝学习班，报名

的女研究生们还不少。 做所有这些的驱

动力源于我对服装审美总是与流行不同，

一直感觉如果我来设计，应该怎样怎样，

因此我一直想做一个真正的服装设计师。

可惜这辈子也无法实现了，只能成为我的

一个 Dream。随着工作越来越忙，反而更

没时间投入其中，缝纫机在家里睡大觉已

经好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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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读到他们对清华的感受。读着读着，又

勾起了自己的清华记忆。

我第一次进入清华园是在 1991 年 7

月。当年，作为学校招生的一次尝试，招

了第一届以综合素质优秀为特征的保送

生。我们 50 多名同学提前近 2 个月入校，

从那时起，开始沉浸在这个校园里，听各

种讲座，接受各种培训。也是从那时起，

我们每个人开始在自己人生的白纸上涂画

清华的色彩。

清华的色彩是红的。红色是最能代表

中国的颜色。清华人始终把自己命运与国

家命运紧密相连，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又

红又专”，希望学生们“入主流、上大舞

台”，教育理念是“价值塑造、能力培养、

知识传授”三位一体。强烈的家国氛围会

感染到这个园子里的每个学生。就在这些

学习体会中，一位研究生写道：“初入清

华园，我的内心真是受到了极为强烈的震

撼。因为从老师们的谈话，从四周清华同

学的言谈中，我切实感受到这个学校以国

为本的浓厚责任感，很多人早已远离的集

体主义精神在这里几乎无处不在。”

在 2015 年校庆日，当年我们在校期

间的学生部部长李凤玲老师专门与我们这

个班的几位同学在校内的拾年咖啡店漫

谈，讲了自己工作中的许多故事，那种对

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对个人、对利益的

淡泊，让大家很是赞叹。同学们说，当年

在校，李老师给我们许多教诲，今天离校，

李老师依然在用自己的人生经历给我们指

引。

清华的色彩是绿色的。绿色是青春的

颜色。清华人始终充满昂扬的青春活力，

无论身处怎样的岗位，经历怎样的砥砺，

始终追求完美，不断奋进。记得在 2006

年我们年级毕业 10 周年之际，大家一起

给学校捐赠了 18 棵银杏树，就在图书馆

与西大操场之间。在树下，立了一个很小

的石碑，上面刻了八个字：母校长青，学

子常新。这代表着我们对学校的祝福，代

表着母校在我们心中永远的青春形象。

回到学校工作后，在同事的邀请下，

我很快加入了荷塘诗社。加入后，惊喜地

发现这里原来有许多熟悉的老师。其中最

熟悉的当然是胡显章老师了。看到胡老师

写的那么多书法作品、那么多诗词，还有

其中多位老师的诗作，不论老少，都洋溢

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充满了青

春气息。大家在忙碌的学术研究、行政工

作之余，还有如此激情，也让我的青春感

更加浓烈。

清华的色彩是橙色的。橙色是暖色系

中最温暖的颜色。清华园给清华学子们的

感受恰是温暖的感觉，清华的许多老师给

1998 年 7 月，胡钰获得硕士学位，与王
大中校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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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突出感觉就是这样的，宛如温暖

的园丁，永远带着温暖的笑容。我还记得，

好多年前我调到国家科技部工作期间，陪

一位部领导出差到重庆，早上在宾馆吃早

饭恰好碰到去参加校庆活动的贺美英老

师。贺老师认识那位部领导，立刻给他讲

我的经历，从电子系到经管学院再到人文

学院，做了哪些社会工作，写了哪些文章，

如数家珍。要知道，那时我已经调出学校

几年了。现在想来那个场景，贺老师端着

盘子，站在那里，细细道来，令人感动不已。

2016 年 对 我 们 1991 级 有 一 个 特 殊

的意义，恰逢我们年级毕业 20 周年。在

2015 年底的一个晚上，我们年级的各系

召集人开了 1991 级毕业 20 周年纪念活动

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大家一起商讨如何

在校庆前后组织纪念活动。那天的会议开

得很热烈，从晚上七点半一直开到十点多，

对于活动内容、捐款组织、纪念品形式等，

大家谈了许多意见。校友总会唐杰秘书长

给我们介绍了学校对于校友工作的细致安

排，说得大家暖意融融。

待会后，走出会场，外边已经飘起纷

纷的雪花。但许多人依然意犹未尽，还围

在一起说了许久。我看太晚了，请唐老师

先走，他却说没关系，要与校友们多聊聊。

清华对于自己的学生，总有那么强的吸引

力和感召力。即便已经毕业数十年了，每

个人都是单位、家庭的中坚，有许多的工

作任务、家庭责任，但大家都很乐意来参

与这样的集体活动，都愿意重回母校找回

当年的温暖记忆。

清华的色彩更是紫色的。紫色是清华

的校色。在我们心中，这是一种庄重的颜

色。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

然中央。清华人的治学严谨是出了名的，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这种学风下，才

有大师云集人才辈出，才有清华学子追求

真理的持续热情。在这些学习体会中，我

读到一位来自台湾的研究生的感受：“看

着大家激动的辩论，一来一往的发表想法，

那认真的神情以及凿知言言，我会看得入

神，回过神来，对同学们充满敬佩之意！”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坐在大礼堂边

的办公室里静静读着清华学子们的学习体

会，别有一番滋味，对清华的厚重博大的

认识更加具象深入。在这里的学习，会遇

见真正的美，会结交高尚的心，会让每一

个浸淫其中的学生发生改变。一位研究生

在学习体会中说：“受到清华踏实学风的

熏陶，最大的转变用一句话形容便是：心

态由急于求成转而平和稳健，视域由小资

式的狭隘转而大气的广博。十分庆幸自己

当初的选择，套用范老师和李老师的话来

说，就是‘如有来世，还上清华’！”

的确，“如有来世，还上清华”！这

也是我们在毕业 20 年后想对母校说的最

真感受！

2016 年 1 月 1 日写于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