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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俞宙中校友30多年前在校时的一

篇日记，日记详细地记述了作为一名学生

志愿者参加建校70周年活动的所见所闻，

内容丰富，情节生动。在毕业30周年之

际，俞宙中校友将它投给本刊，现刊登于

此，与各位校友们分享。

1981年4月26号，周日，晴到多云，

西南风4～5级，18～25摄氏度。

今天是清华建校70周年纪念日，我第

一次成为学生志愿者为来校参加校庆的校

友们服务，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清华校庆的

正式庆典。

早上9点，我和班上几个同学按照要

求来到大礼堂正门前。好啊，这里早已是

人山人海，众多的校友们正在进行返校登

记，排队进入大礼堂。我看见了满头白

发、步履蹒跚但又红光满面的老年校友；

我也看见了身着戎装、大步流星，但又彬

彬有礼的中年军人校友；我还看见了穿戴

出众、西装革履，但又文雅合群的海外校

友。他们的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眼角不时

闪烁着泪花，他们曾是这里的主人，这里

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校友

们在离开清华几十年后，又回到了母校的

怀抱，并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建校大

庆，能不激情满怀？能不热泪盈眶？

我们走进大礼堂，按计划到最前面的

第二排找了座位坐下，其他学生志愿者也

陆续到了。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将前三排坐

满，为主席台上的贵宾们占个位，当正式

的庆典结束后，我们把位置空出来让贵宾

们坐下来看文艺表演。我们坐下后不久，

主席台上的贵宾们也都到齐了。根据名

签：刘达校长坐在右席第一排首位，他是

今天母校的第一主人；方毅副总理在右席

第一排第二位，他是今天最重要的贵宾；

接着是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老校长，北京市

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等等。其他著名的

贵宾还有：高士其、李昌、周培源、黄

家驷、宋平、钱学森、马大恢等。9时30

分，“清华大学建校70周年庆祝大会”正

式开始。张维副校长主持大会，他介绍到

会的各位贵宾，各位贵宾起立鞠躬向台下

的校友和师生致礼。会后我班周扬胜说，

方毅副总理文质彬彬，和他在电视新闻纪

录片中看到的一模一样，能这么近距离看

第一次参加清华校庆大典
——建校 70 周年庆祝大会侧记

○俞宙中（1979 级热能）

五、获奖感言

在2015年8月的纽约清华论坛上，我

荣幸地被湾区校友会及理事会推荐，荣获

了清华校友总会颁发的“北美校友工作杰

出贡献奖”。

荣誉属于历届校友会及两岸清华的

校友们，我个人只是本着老一辈学长的

谆谆教诲：清华校友应有“我服务”（ I 

serve）的精神。我将继续由衷地为校友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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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家领导人，很自豪。

介绍嘉宾后按照大会议程，刘达校长

首先致辞，接着，方毅副总理和蒋南翔部

长做了重要讲话。作为分管教育的国家领

导人和国家主管部门领导，他们热情洋溢

地祝贺清华大学建校70周年。结合当前的

形势，分别阐述了“四个坚持”和“又红

又专”的重要意义等。马大恢博士代表在

美校友发言，他有风度，有才华，绘声绘

色，赢得了大家长时间的掌声。马博士也

给母校提了条建议，就是知识教育不要太

专，要广泛一些，要开阔知识面，要注重

思考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培养。紧接着，胜

利油田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许谦（女）代表

国内校友，机械系主任、著名焊接专家潘

际銮教授代表在校师生为大会献词。之

后，张维副校长宣读了几封具有代表性的

来自国内外的贺电和贺信。正式庆典仪式

到此，中场休息15分钟，以便贵宾们移步

到台下就座。我和同学们则上台将开会的

桌椅重新整理，摆放，以便校友合唱团表

演节目。

一部分贵宾因事离开了会场，一部分

贵宾，包括高士其、钱学森等，留了下来

看文艺表演。我们很快将台上收拾好，然

后又回到台下。首先看到钱学森老师，他

身穿军装，手上拿着军帽，头上还有几缕

稀发，但总是微笑着，显得可敬、可亲、

可近。“钱老师!”几个同学马上把他围

了起来。“不，叫我钱学森。”他谦虚地

答道。“钱老师，您认为我们在学校里应

咋样学习？”一位高年级同学开始请教。

“噢，这个么，谈起来可多了。但我总认

为你们不能光啃专业书，要把学习面放宽

些。” 钱老师回答说，“对了，我想起

了一件事。 前不久我收到一位四川中学

语文老师的来信, 他在信中说现在的中学

生只注重数理化, 忽视了语文，并想放弃

语文。他还在信中引用了一位学生作文中

的一个段落，那真是语无伦次，前言不搭

后语。”说到这，钱老师笑着问我们： 

“你们的语文水平怎么样？”我们几个

相互看了看，都说不太行。其中一位说: 

“说起来还行, 写起来够呛。”钱老师马

上说：“不会的，想、说、写三者是统一

的。你的口才好，就能反映出你的写作水

平，同样也能体现出你的思维水平和知识

程度。清华是理工为主，但不能轻视语文

和沟通。”这样轻松愉快的谈话持续了一

阵，不知是哪位突然有了灵感，邀请钱学

森老师签名留念，即刻，好几本笔记本出

现在钱学森老师面前。“不！不！” 钱

老师连连摇手说：“这没啥意思，完全是

形式。”同学们还不肯罢休，这时，钱老

师的小学和中学同学张维副校长走了过

来，告诉大家文艺节目要开始了，请大家

就座，也同时为钱老师解了围。

文艺表演即将开始，负责老师叫我们

在前排还空着的座位上坐下。我很幸运，

坐在了左边的一排一号，钱学森老师就在

我的后面，而高士其坐着的轮椅就在我的

右边过道上，周培源、黄家驷、马大恢等

贵宾也都坐在附近。我感到非常兴奋，也

同时深感不安，这个一排一号位应该是刘

达校长的，他没来，我这个小字辈怎么就

糊里糊涂地坐了下来呢。还没等我清醒过

来，文艺表演的第一个节目开始了，全体

起立唱国歌。我赶紧站了起来，才注意到

瘫痪的高士其靠在他孙子身上在轮椅中半

站着，他还提醒他的孙子帮他摘下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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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一幕，伴着《国歌》，我的眼泪不

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文艺表演的第二个

节目，第三个节目……相继过去，不知不

觉地进入了最后一个节目，大合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全场在校友合唱

团的带动和指挥下，齐声合唱 “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清华大学建校70周年庆祝大会在这充

满激情的气氛中圆满闭幕，这就是我第一

次参加的清华校庆大典。

“一二·九”亲历者吴瀚老学长访问记

12月8日上午，在纪念“一二·九”

运动80周年之际，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

白永毅等看望了“一二·九”运动亲历

者、101岁的吴瀚老学长，向吴老学长表

达了清华师生校友的问候和敬意。

吴瀚，1914年3月8日出生于江西萍乡

安源。1933年9月至1937年7月在清华大学

生物系、历史系学习毕业，曾任校学生

会民众学校教务主任。

解放前，曾任汉口女青年会劳工部

干事、战时服务团团长，桂林中山纪念

学校教员，苏中行政公署、二专署机要

秘书，苏皖边区教育厅秘书等职。

建国后，在苏南妇联、华东妇联福

利部工作。1951年7月起，历任上海市

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副主任，上海华东

医院副院长、党总支书记，山东省科技

情报所所长，中央监委驻教育部检察院

监察员，北京图书馆研究员。1977年离

休。

吴瀚学长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正是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关头，她和

一批清华学子度过了火红的青年时代。

清华真情

她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

动，和清华同学高原、罗清、凌则之、钱

伟长等组成“清华大学南下抗日宣传自行

车队”。他们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园出发，

途经天津、沧县、德州、济南、徐州、宿

县、滁县等地，沿途宣传号召抗日救国，

为了避开军警的严密盘查和围堵，他们风

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最后才抵达南

京。

1936年1月，清华南下自行车宣传队

被南京军警押送回北京。回校后，队员们

2007年 4月，吴瀚（右2）参加校庆活动与级
友庆祝毕业70周年，在甲所同康克军副校长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