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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十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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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一脉相承清华情
——  记“解放战争时期清华老校友励学基金”

本刊记者    李   彦

70 年前，他们的上学故事

这些老学长们多是上学时家境贫困，受到学

校以及朋友等的资助，而有幸把学上完。今天离

进清华学习已有 70 多年，但如今提起当年的入学

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李咏学长说，他自己当年就是贫困学生，没

有党的培养，就不会有他的现在。学长当时从解

放前的北平大学转到清华来，靠着寒暑假打工完

成学业，“因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

拿出点钱来资助贫困学生是很有必要的。”

王庸勤学长说，抗战八年，他正在上小学、

中学，抗战的时候上小学，抗战结束正好 18 岁。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小时候能把书念完真是幸运。

当时考上清华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么

去学校，因为内战，铁路中断。“全靠有校友会，

当时我找到上海的校友会，校友会的老师说我们

正在复员，跟我们一起走吧。于是就坐着从上海

返回秦皇岛开滦的运煤船，一路颠簸，到秦皇岛

之后再把我们送到前门。在从上海去秦皇岛的海

上遇到台风，我们一起去往北大、清华、南开的

300 多人就在船的底舱里颠簸来颠簸去，到出舱

的时候一个个都变成黑煤球。但是我们特别感谢

学校，因为这样的事情家庭解决不了。到校后我

申请了全额公费，每月发两袋面，一袋面管伙食，

一袋面用来买书、文具等。”

特别巧的是，一聊才发现张其锟学长也是和

王庸勤学长坐一条船在一个船舱翻滚来翻滚去到

秦皇岛的。张其锟学长当时从重庆到北京，路上

辗转居然走了 45 天之久，他说，“要不是有学校，

我也来不了，虽然我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半个月。在这 45 天当中，我切实地感受到了人

情冷暖，尤其是学校的帮助对于我求学起到了决

定性作用。”

帮助贫困学生是清华传统

除了自己大多出身贫寒，当有能力之后愿意

资助贫困的同学外，学长们说，所以做出这样的

选择，也是受益于清华一百多年来互助、助人的

传统。70 年之后再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当年

清华帮助贫困同学的良好传统。学长们说，解放

战争时期的清华园和周边的社会紧密联系。清华

的学生们曾热心帮助周边贫困的孩子们，业余时

间总去识字班给孩子们上课。

当时的学生自治会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

建窝头食堂来解决大家经济困难的问题，学生服

务部还给患肺病的同学发牛奶。

当然，回忆起来给大家影响最大的，是梅贻

琦校长的秘书，一级校友傅任敢先生。他是清华

关注贫困学生的先驱。他在清华园学习时，1929

年初，就发表了“革命青年的失学问题、”的专论。

在清华众多的励学基金里，有一份基金尤其特殊，这份励学基金由近

500 位设立时都已年届八十的老学长捐助，合计 160 万元，每年的基金利

息资助十位在校贫困学生。



封面

30

  2016 年第4期
  

总第 63 期

《水木清华》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他留守清华园，1938 年奉命

撤退到昆明，后经梅校长推荐，他担任重庆清华

中学的首任校长，在主持校政十年期间，他曾先

后帮助了数百名贫困同学，裴毓荪（女）、张其

锟学长都是他资助过的学生。大家为了纪念他，

也建立了“清华大学校友傅任敢励学金”。这种

榜样的力量和传统代代相传，像血液一样流传在

了清华学子的身体里。

张其锟学长说：“我们从 2010 年开始，到现

在已经 6 年，在校友总会的支持和运作下，有将

近 500 人次的老校友参与，合计捐赠资金 160 万，

每年奖励十个学生。”在重庆清华中学也建立了

“清华情助学金”，以帮助家境贫困的高中生，

至今已经坚持了 20 年，清华大学部分校友也积

极参加。

在座的唯一一位女士，夏瑜学长说，“百年

校庆前我就提议过，我们应该办点实事。我听说

现在农村的同学越来越少，我就觉得我们得在这

方面努力办一件实事，后来这事办成了，我觉得

特别高兴。”

王浒学长说，“建立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

励学基金后，老校友们积极、热情地参与。要感

谢校友总会老师们认真、细致地运作，我们每年

都可以从校友总会收到接受励学金同学的情况介

绍。通过介绍我们了解到，这些孩子们每个人都

有故事，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农村，现在农村大部

分家庭温饱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家里不能有病号，

这些同学家里多是因为有病号，经济困难。但是

在家庭条件困苦的情况下，他们始终奋发图强，

我们资助的这些孩子无一例外在他的家乡是唯一

考上清华的。来了之后也都特别勤奋，虽然每个

人开始都会有些不适应，但很快就融入了学校。

孩子们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就会全身心地投

入学习，还可以参加社团活动和志愿活动。这就

特别好。我认为励学金除了经济上的帮助，还应

有精神上的传承。应该让他们了解老师长、老校

友们是怎样实践清华精神的。我建议给每位获我

们这个项目励学金的青年校友发一本《峥嵘岁

月》，因为这本书记载了我们这一代老校友在清

华学习时的情景和精神。同样，我也建议其他项

目的励学金，也应该介绍以该项目命名的老师长、

老校友的事迹和精神。”

“我可以再省一点，再多捐一点”

李咏学长 1947 年入学，就读清华的前两年，

父亲破产，没有能力供他来读清华，在亲戚的帮

助下才得以读完清华。所以他深深感叹，“入学

的资助对一个人很重要，关乎人的一生。”

张思敬学长说，“我让校友会的老师帮我

算了一下，如果一年想要捐助两个同学，本金

需要多少，他们告诉我说需要 30 万，于是我就

攒了几年，攒了 30 万送来。土木系的张仁夫妇

也是听说我捐了之后向我打听，后来他们俩也

捐赠 10 万元设立了‘清华校友张仁励学金’资

助家庭困难的同学。”

张思敬学长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我只要活

着，每年就可以再省一点再加一点。现在我和我

的孩子住在一起，生活开支很少。我想我们清华

应该能够做到，凡是考上清华的，一个都不能辍学。

过去我在土木系的时候，一个同学的父亲不在了，

他就只好去工作。凡是能考上清华的，都是万里

挑一的，所以我们坚决不能让一个同学因为贫困

而辍学。我们同学有句名言‘能喘气就是效益’，

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效益去为孩子们多捐点。”

八十岁的老学长是笑着说这些话的，说完

之后在座的所有学长也都哈哈大笑，说这是他

们共同的心愿。他们都会在未来几年继续攒钱

继续增加捐赠额度。一旁作为晚辈的我们，却

忍不住动容。“可以用我们的效益去为孩子们

多捐点”，多么朴实的心愿，却是学长们最真

实最真诚的写照。

张其锟学长说，“我们解放前入学的这几

届同学，一共有 3400 多个，现在在世的大概有

800 多人。”而参与捐赠“解放战争时期清华老

校友励学基金”的，就达到 500 余人次。这一

数字，意味深长，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老学

长们关爱后辈学子们的热情，更是清华精神的

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