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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校友之力  励学育英才

口述：武晓峰    整理：本刊记者   曾卓崑

清华大学历来的互助传统

“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是 2006 年由清华

校友总会正式启动的。我是 1985 级入学的学生，

那时我们五年制。我记得在我读书的年代，学校

里面有“人民助学金”，根据每个同学家庭经济

情况不同会得到不同额度的支持，有非常多的学

生是因为助学金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的。我在

水利系学习，由于水利系比较多的同学来自农村，

助学金的覆盖面是较大的，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

不同程度地得到助学金的支持。我的同学们，尤

其是当年得到人民助学金资助的学生，都非常感

谢母校，感谢国家为我们提供的帮助。

后来我们国家在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

济的过程中，大学开始收学费。那几年，每年大

学开学初，总能听到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但是上

不起学的新闻，甚至有些是因交不起学费，家长

或者考生本人寻短见的悲惨故事。当时王大中校

长代表学校向社会承诺，“决不让任何一个勤奋

和有才华的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学校

一定想尽办法帮助学生克服经济困难，完成学业。

除了社会上的人士对学校的支持之外，学校想到

了动员校友们来支持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弟学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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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完成学业的想法。

清华人历来以强大的凝聚力和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被社会所公认。2006 年清华校友总会所启动

的“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可以说是延续清华大

学的传统，也是清华精神的一种传承，是清华校

友参与和支持母校人才培养的直接渠道。

无偿资助的良苦用心

说起励学金，我还算是起初的参与者之一。

那时陈希老师还在清华大学工作，我回国不久，

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工作。有一段时间学校连续

开会，讨论如何动员校友力量帮助家庭经济有困

难的学生，当时启动“清华校友励学金”的决定

还在讨论中。

当时我已经毕业后在国内外有近十年的工

作经历，根据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清华的学生在

经济上所面临的困难是一时的，他们毕业后很

快就会有能力偿还求学期间的费用，所以在最

初的讨论中我还提过不必无偿资助，只要以无

息贷款的方式就可以的建议。当然，我对于动

员校友的力量支持有经济困难的学生的做法是

非常赞同的。

后来经过讨论，学校党委决定励学金的发放

是以无偿资助的方式支持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

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深受教育，我认为

学校领导的考虑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不希

望同学在择业时有太多的经济方面的考虑，让这

部分同学也不要有经济压力，而是能够和其他家

庭经济条件好的同学一样，按照自己的人生志向

去择业，这样这些学生可能会最大限度地为整个

国家和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

另外，学校坚持育人的根本任务，希望励学

金也能够成为一个育人的手段。希望得到校友励

学金支持的同学能够学会感恩，当他们将来有能

力的时候能够更多地去服务社会、服务他人，把

校友对他人、对社会的爱心传递下去。这样校友

励学金不仅能够支持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完成学

业，而且能够和学校的办学宗旨紧密相连，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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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发挥育人的作用，这种无偿资助的方式包

含了学校，还有校友对清华学子的殷殷期望和拳

拳爱心。

两个全部和多种渠道

“清华校友励学金”不同于已有的各类奖助

学金，它倡导“助困励学、爱校育人”。“清华

校友励学金”加强了校友和母校的联系，体现了

校友对母校的深厚感情。

我当年的同学目前正是事业有成之时，有的

当上了总工，有的当上了局长。大家聊的时候，

对于当年的人民助学金，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感

激。而对于“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我印象最

深的是两个“全部”——资助范围覆盖全部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和对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

生，资助其求学期间的全部费用。这两个“全部”

我觉得是很有魄力和创新性的，需要有大量校友

的参与和支持才可能完成。

我自己有两个身份——既是清华校友，又在

清华工作，是清华的教工。作为学校的教工，身

在清华，感受到校友们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积

极向校友励学金捐款，支持母校更好地完成育人

的工作，自己除了心怀感激之外，也一直激励自

己要努力做好学校的工作，回报校友们对母校的

热爱和支持。同时作为校友，看到越来越多的毕

业生选择到基层、到一线、到家乡、到艰苦的地

方去工作，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更有使命感和责

任感，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更多地考虑的是将

自身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密切结合在一起，而不

仅仅是个人的生活条件、工资待遇。

励学金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校友的积极

响应。我们 1985 级在毕业二十年秩年时，返校的

校友范围很广，那时我们集中开展了励学金的宣

传和捐助活动，筹集 123 万元，设立了“1985 年

90 届励学基金”。当年时任 1985 年级总召集人

的唐杰老师主持了整个年级的秩年工作，我则负

责我们院系的工作。现在唐杰老师成为了为清华

校友服务的秘书长，我们都相当开心。

我了解励学金的募集有多种渠道：通过年级、

班级、各地校友会、清华校友龙卡，以及校友企

业等等；还有清华名师或者校友个人命名的励学

金。在以前励学金主要通过账户汇款，有不少校

友反馈不是很方便；现在网上银行、微信等途径

都非常发达，励学金的募集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

我相信这会帮助励学金项目越做越好。

清华不是培养只抢金饭碗的学生

说到感恩教育，清华学长捐助学子和寒门学

子刻苦向上的故事在清华大学已经形成了很好的

传统。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校友励学金的支

持下完成学业，得到成长，要懂得感恩，要勇于

去追求理想，要立服务祖国、服务人民之志，要

全面发展、提高素质、强身健体，要有面对困难

的勇气和胆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自由轻盈

的前进步伐。这是学校领导在励学金大会上发言

时提出的对于清华学子的期望，尤其是获得励学

金资助的学子们。

清华的学生毕业后，不应该仅仅追求高工资，

进入 500 强工作不是唯一的选择。学校一直倡导

清华的毕业生要入主流、上大舞台、立大志向、

做大贡献。尽管我们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有明

显的优势，但是能够在毕业的时候抢到金饭碗不

是清华人才培养的目标，学校期待着我们的毕业

生能够有更大的作为，能够创造出越来越多的金

饭碗。就像陈旭书记曾经提到的那样，希望校友

励学金传递的爱意和温暖帮助同学们真正成长为

清华和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帮助青年学子实现个

人梦、追逐清华梦、共筑中国梦，成长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

还是回到我的两个身份，无论是作为清华的

教工，还是清华的校友，我都衷心希望母校发展

得越来越好，希望校友励学金能够有效地支持和

激励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学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

也衷心祝愿励学金项目长长久久，做得越来越

好！衷心感谢校友总会在其中完成了大量默默无

闻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武晓峰，1985级水利系校友，清华大学

实验室与设备处处长、85级90届年级总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