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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串烧

敬业的老师

                 应化 12  胡丽娟

薛芳渝老师教我们物化，开头一句“唐朝有个大将叫薛仁贵”让我印象忒深啦！他

的课讲得真是好，传说中最难学的一门课我居然第一次期中考试时得了个 99！

崔老师教我们化工原理。他讲的课我依稀只记得算理论塔板数，但是题外的故事我

却印象深刻。比如输油管道铺好了，油田却采不出油了；月饼掉到马路上，却陷进去了

（饼太硬、路太软）；任何时候大家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好比小鱼要早早地游到大坝底下，

一旦开闸放水你就可以冲出去了；如果看到开闸了才开始游，也许等你游到了，闸门已

经关上了（政策多变）。

赵奎元老师教我们电脑。那时候电脑可稀罕了，上课的时候是没有电脑的，完全是

纸上谈兵。我就只记得赵老师“驱动器”、“驱动器”的，到最后也没明白什么是“驱动器”，

呵呵。他教我们的是BASIC 语言，考试还是过了的。

李隆弟老师教我们分析化学，公式一推就是一大黑板。不过我只记得少量多次的萃

取原理。

刘庄老师教我们有机化学。她真是个耐心慈祥的好老师。听她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

每一个字都直听到心里去了。

杨成对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带我们分析化学实验，跟男生们一起踢足球，像哥

们儿一样。

宁永诚老师教我们仪器分析，他的考试可差一点儿把我考“糊”了。搞了个对称的

分子谱图，我愣没整明白！

孙扬名老师教我们科技英语，让我们直接用英语写作。教我们读英文文献，写综述，

是我们在美国读博士也用得上的本领。

陈蒂乔老师教我们体育课，还留体育作业，神！更神的是我们这帮同学还真认真完

成她的作业，在操场上三十米、六十米跑，练习立定跳远，在床上练习仰卧起坐，等等。

清华重视体育之传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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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班主任 
 计 12  吴丽萍

计 12 班主任林福宗老师，福建人，相当于我们叔叔辈的人。林老师带我们班四年，

他不擅言辞，却在生活、学习各方面对同学们给予很多帮助和关心。

1981 年进入清华的第一个月，我父母给我寄来自行车，到货广安门火车站，我不

知怎么去取。林老师知道后，简单说了句，我去帮你取吧。他接过取货单，也不多说什么。

改天，林老师就把取来的自行车交给了我。

几年后，当我真正骑上自行车，从清华园出发、穿过京城，开始熟悉北京的城市，

然后又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二十多年，才知道这城有多大，从清华园到广安门火车站有多

远，从城北郊到南郊。即便是现在有地铁、有私家车的时代，那也是很远的距离。而在

1981 年，林老师要辗转换乘多路公交车，才能到达广安门，帮我取出自行车，再从城南

骑车回清华，把车交给我。

这种帮助，我铭记在心并尽力实践在我的人生里。这也是清华教给我的。

大家欢迎一下   
无 11  林琼桂

四年级暑假到上海灯泡厂实习，开始的时候先请了厂里的几位工程师给我们讲课，

有一位讲完有事要提前退场，这时带队老师说“大家欢送一下”，但口误说成“大家欢

迎一下”，老师是四川人，说的基本上是四川话。从此四川话“大家欢迎一下”成了我

班同学送客的日常用语。 

物理老师的上海话    
应化 12  刘芳

物理课在二教。大课老师是上海人。第一节课，他就说上海话比普通话厉害。譬如，

你们北京人到动物园看到的狮子，叫狮子。可是看到那个咬人的虱子，也叫狮子，分不

清楚。换了上海话，就一清二楚了：狮子是 si zi, 虱子是 se zi。（加上声调哟）

制图老师的 ABC    

内 11  伍霜驷

机械制图老师，东北人。ABC，念成矮必，从此以后，被同学们称为：矮必。

【点评】给老师起外号，不太厚道哈！

无懈可击 vs 无限可积     
无 11  林琼桂

我们的普物老师高炳坤喜欢说“这是无懈可击的”，有个同学后来跟我说过，第一

次听到这话的时候，他满黑板看来看去，没有找到积分，然后就纳闷，为什么老师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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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限可积的”呢？

【无 14 张树人补充】高炳坤还说过：“这个事情很辣手，或者说很棘手。”

二分之完    
工物 14  符全

工程物理系上高等物理课，是著名的张三慧老师。张老师讲课，不光有高深莫测的

相对论，还用英文讲。经常我们坐前面的同学，瞪着眼睛听半天，还云里雾里的，不太明白。

有一次讲一个推导，张老师操着河南口音，念到“二分之完”，啥意思呢？急得大

家一脑门子汗，期末考试怎么办啊？

气派的丁字尺    
无 11  胡康宁

当年上制图课在新水，有大的制图桌，铺得开一整张零号图纸。上自习一度也喜欢

去那儿，满满一书包书都能摆开，气派！上制图课要用丁字尺，上下课扛着，同样透着

气派。上午接在制图课后面的是在西大操场的体育课，体育老师站在稀稀拉拉扛着丁字

尺的队前，气宇轩昂底气十足地下令：现在给同学们一分钟的时间，把计算尺放好！

【点评】这计算尺够大个！

就这么摔    
无 11  胡康宁

我们班的王同学是个体育健将，足球虽然没进过校队，却也是校足球联赛冠军队的

主力前卫。王同学一个未曾在学校显露的功夫，是体操。王同学来自内蒙古东部的通辽，

那地界被踢来唤去的，曾经也归属过吉林，所以王同学在两省区的顶级比赛中都拿过名

次。咱那会儿不兴特招，王同学可是靠硬邦邦的成绩进的清华，而且在校成绩也是名列

前茅滴。体操在清华基本用不上，足球场上的飘忽过人算是个能频获满堂彩的边际贡献

吧。

话说当年冷如今日的寒冬，体育课就都挪到荒岛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都去学滑

冰。且不说同学们运动天禀各异，南方来的同学大约只吃过冰棍儿哪儿见过冰场啊，所

以一个个战战兢兢哆哆嗦嗦摇摇晃晃跟头连串儿。突然间，体育老师看着一个滑倒的同

学眼睛一亮，立即把大家召集起来，然后指着王同学说：你，给大家摔一个！同学们诧

异我却知其中的秘密：练过体操的会自我保护摔不疼自己呗。老师不过瘾，说：“来，

再摔一个。大家看见没，就这么摔！”话音未落，老师一个趔趄…… DUANG

高等数学课    
无 13  李麟静

进清华大一基础课高等数学，老师是个上海人，忘了他的大名了，只记得他老是笑

么滋儿的，面相挺和善。一进学校老师就强调适应大学的学习方法，同学们人人上课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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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笔记，我也买了笔记本开始听写。中学都是在课本上写写画画，一学期下来教材差不

多背得滚瓜烂熟。中学没学会记笔记的童子功，我发现记笔记顾了听便忘了写，专心记

便忘了听，记了一本天书结果啥也不懂。我的那本高等数学“天书”上重复出现“列数”

字眼，我百思不得其解，啥叫“列数”啊？终于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列数”是上海人的“连

续”！

赵奎元老师    
 自仪 11 马利

化工系的赵奎元老师我可认识，毕业后在计算机学院工作的时候跟他做过一个新乡

化工厂的项目，还和他，他实验室的小王（女，三十几岁单身）和另外两个清华同学一

起去那个厂出过差。老赵当时挎着大哥大在中关村开公司卖计算机，出差时大家一起打

牌他还给我算过命，号称是大仙，算出来四个十四个 K，说我很快要出国，结果我回到

北京就收到了温哥华一学校的通知书和奖学金。

【点评】算得很准啊！

物化 1姜艳：好像听说过他开公司很火！记得他当初管化工系计算机房。我有一次无意中用了一张用过的机房

票，让他抓到了，毫不留情啊！

先有葫芦还是先有瓢    
无 11 林琼桂

当年教我们 basic 语言的是我们系的孙老师。孙老师平时不修边幅，颇有名士风度。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说：“我给你们讲讲我当年是怎么学会编程的吧。”半晌，

悠悠地：“现在也想不起来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依葫芦画瓢吧，不过那时候连瓢都没

有……不对啊，是连葫芦都没有。”

圆满人生     
无 11 胡康宁

还是孙老师的故事：孙老师非常潇洒，自由自在，学问也颇有成。到 50 出头，也

就是我们现在的岁数吧，忽然觉得人生还不圆满。悠悠地想了想，发现：还没讨老婆呢！

于是，结婚生子一气呵成……

编者注：

八十年代的老师，积蓄了多年的知识刚刚开始可以大讲特讲，碰到一群求知若渴的

年轻人，碰撞出无数耀眼的火花。我们在这里回忆的是老师们幽默滑稽的故事，而老师

们教授的知识、传递的道理，早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血液中。

感谢你们，心爱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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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  
应化 12 胡丽娟

在系里或者校级的各类文艺演出中，一般来说我都积极参与。从最初入学跟陈宾、

志丹等合作演出弦乐四重奏开始，到给化学系的老师在教工合唱比赛中手风琴伴奏，我

演奏过小提琴、吉他、月琴、手风琴。别看我好像什么都会，其实什么都不精，只是能

把它们拨弄出调调而已。有一次学生节物化 4 班李寿春演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

手风琴伴奏。当时我跟他只排练了这一首歌，可是他唱得实在太好了，底下使劲鼓掌让

他再来一个。而我的手风琴水平是三脚猫功夫啊，没有练过的曲子是不可能临场发挥的，

无奈之下李同学只好清唱了一首歌。

入学不久系里组织女生的篮球比赛。女生嘛，能凑满五个人上场就不错了，不能指

望我们会严格遵守规则，裁判对一般的犯规都不吹的。一共几个班参加了比赛不记得了，

只记得决赛是我们班对物化 1 班。因为我在场上奔跑比较快，她们派了安利群紧逼盯人

盯住我。利群跑得没我快呀，情急之下就从我身后拦腰抱住我，我一生气就使劲掰她胳

膊，把观众们乐坏了。最后她们班在明星蔡小嘉的带领下夺得了冠军。后来还有一次排

球比赛，能凑齐六个女生上场的似乎只有我们班和分 1 班了。比赛的很多场景都不记得

了，就记得她们班李敏慧发的球又急又短，几乎擦着网就飞过来了，我们这边无人能接！

一轮到她发球我们就连续丢分，太牛了！我还曾经混进田径二队练短跑。因为体育馆的

杨教授想用我们一班人马摸索出一套新的训练方法，所以入队的标准并不严格。我因为

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乐队里，所以在清华没有参加社团而选择了田径——想换换花样。

没想到练了一年成绩 0.1 秒也没有提高，反而脚踝有些受伤，所以自己就退出来了。但

是我们二队真为一队输送了几名主力队员，包括跳远和中长跑，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分 1 耿小鹏

我们入学时正值中国百废待兴，人民精神焕发。刚入学的第一周，我们就去参加大

礼堂前恢复草坪的劳动，校园也变得更漂亮。

清华五年，各项文艺活动伴随着同学们的校园生活，除大家喜爱的北京高校迎新音

乐会，其它令人难忘的艺术活动还有：美国歌星 Michael 的演唱会，美国杨伯瀚大学的

演出，李德伦的交响乐普及，有王淑珍 / 苏小明的海政歌舞团的演出，等等。大家还记

得当年的大片吗？《悲惨世界》，《少林寺》……，清华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

的窗口。

而在当时的北京，艺术活动更是丰富。单是在中国美术馆，就看过伊夫 • 圣 • 朗洛

的时装展——其实什么也看不明白，以至现在也不喜欢 Y.S.L 这样的名牌；看过安塞尔 •

亚当斯的摄影展，还买了一本他的摄影集，视为至爱，以至 30 年后，当我在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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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eath valley 国家公园感悟眼前神秘的山丘时，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浮现在脑中，哇！

这不就是我 30 年前照片中看到的死谷吗！真是身置书画秘境中，此时少年已成翁！

上学期间和同学参观徐悲鸿展览馆，遇见徐夫人廖静文（也是馆长），那天人不多，

她很亲切地坐下来与我们交流，给我们买的徐悲鸿的书上签名。这时来了一位挺着肚子

的老头，牵着一位少妇的手，自我介绍是广西的作协主席。廖听之，只对其点头致意，

仍和我们继续交谈。我们内心真感谢她对我们年轻学生的尊重。

刚开始大学生活，太多新鲜事物应接不暇，一个冬日，晚自习后回到宿舍，看到展

桥同学扛了一棵及肩高的松树回来，这做什么用哇？……那时，年轻同学晚上喜欢加点

餐（煮方便面），偶然趁夜色去东大操场边，拿一颗学校的冬储大白菜回来，配面用，

但大家不明白锯这松树做什么用？

原来展桥同学父母在国外，早开风气之先，这颗松树是给同学们过圣诞节用的。

礼让足球课    
发 11  张帆   

我们班里有个来自沈阳的同学，邱金辉，他特别喜欢踢足球。邱金辉身材不高，但

脚头很硬，有着东北人特有的直爽、粗犷性格。不过，在我这个技术至上的人眼里，总

觉着他的足球动作还有些粗糙、不够协调，尽管心里还是十分钦佩他的硬朗风格。我们

班还有个北京同学，袁波，是校游泳队的。袁波长得人高马大、络腮胡须，出生于体育

世家。他识大体、顾大局、有修养，很有大哥风范。不过，袁波特别抓紧学习，很少踢球，

足篮排三大球都玩儿得很少。     

有一次，与二班踢比赛，我与邱金辉司职前锋，袁波坐镇中场。比赛进行到下半时

十几分钟，邱金辉在禁区外接到袁波的传球，一脚势大力沉的远射，二班守门员猝不及防，

几乎没有做出扑救动作，球就进了。我脱口而出：“守门员真臭啊！”这时候，袁波赶

紧跑过来，跟邱金辉说：“好球！踢得好、踢得棒！”转过身，又对我说：“不能说是

守门员臭！”我吐了吐舌头，怪自己不会说话，既得罪了二班守门员，又得罪了同班战友。     

大三时，学校的体育课开始分专业班选修，足球、篮球、乒乓球等各科报名人员有

限，班里喜欢上足球课的人最多，可名额很少，最后只好抓阄决定。我幸运地抓上了足

球课的名额，而邱金辉却抓到篮球课的阄。后来，邱金辉私下找到我，和我商量：“你看，

我平时从来不打篮球的，你篮球打得那么好，就把足球课让给我吧！”我几番忍痛不舍，

内心斗争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决定礼让足球课吧！就这样，我这个十足的超级足球迷，

却与大学足球课失之交臂。

靡靡之音    
应化 12  胡丽娟

南方总是开风气之先。在我们北京还是充满着革命歌曲的铿锵之声时，以邓丽君领

衔的港台歌曲已经在南方蔓延。某一年暑假过后，刘芳从家里带来了一个小砖头录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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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几盒磁带，我们宿舍立刻充满了靡靡之音，也吸引着左邻右舍的姐妹们。“清新宝立

金”为我们带来了凤飞飞、刘文正（还有谁？）的歌声。踏浪 --小小的一片云呀，慢

慢地走过来……红蔷薇 --风儿你要轻轻地吹，吹得那满园的花儿醉……祈祷 --让我

们敲希望的钟啊，多少祈祷在心中 ...... 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曲调，不一样的音乐处

理，是那样的吸引我们。这一首《祈祷》，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就想搞清楚它的歌词。

其中有一句“叫青春不开溜”，我们反复听，觉得就是这样了，可是又觉得不太可能吧，

“开溜”也能放进歌里来唱？后来邓丽君和台湾校园歌曲大举入侵，小年轻们都喜欢。《月

亮代表我的心》，《夜来香》，《踏着夕阳归去》，《外婆的澎湖湾》，《赤足走在田

埂上》，太多了。文化部和团中央为了对抗靡靡之音对青少年的“腐蚀”，特意推出了

十五首优秀歌曲。《祝酒歌》，《希望的田野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浪花里

飞出欢乐的歌》，《太阳岛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等。应当说这些也是很不

错的音乐作品。但是以现在的眼光看，它们是不同的风格，完全可以并存，没必要搞成

对立的，各自拥有自己的听众群就好了，限制什么呀！可那是改开初期呀，不行，得争

夺文艺阵地！我还记得电台里采访一个大学生，让他比较这两类歌曲。他说，港台歌曲

刚开始听觉得好听，听多了就发现都是一个味儿。而我们的十五首歌曲就不同了，每首

都不一样，越听越好听。呵呵。后来里查德 •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又风靡了校园。多少大

学生在上自习的路上停下来，用双腿支撑着自行车，在音乐室附近聆听优美浪漫的钢琴

曲。《水边的阿狄丽娜》，《秋日私语》，《梦中的婚礼》……，瞧瞧这些曲名。

圆明园  
建 11  姚小琴

大家肯定还都记得，每天下午 4点半校园里就响起了“到操场上去，到校园里来，

锻炼身体，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召唤，原本常常在西大操场上跑圈锻炼，时间长

了总觉得枯燥无味，心生厌倦。恰逢此时听高班同学说可以出北门跑到圆明园去锻炼，

那时圆明园还没整修不收门票，立刻怀着兴奋和好奇的心情跑出北门。一出北门眼前是

一片绿油油的茭白地，兴奋呀，沿着学校北围墙边的小路跑下去总有三两只小白羊在田

边吃草，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小羊，真可爱！跟随着其他同学背影我也向圆明园跑

去。那时都是从树林中的小路跑进去，跑过西洋楼的废墟，在那里凭吊徘徊一会儿继续

跑向园子深处。一路上总可以看到树林草丛中躺着残破的石雕，青白色顺滑优美的曲线

在绿草的掩映中更觉凄美。那些破败而精美的遗迹总是吸引着我不断前行。但女生毕竟

胆小不敢涉足园子更深处，也是体力所限，一般跑过一段农田就打道回府了。其实那片

水稻田也是圆明园的一部分，有庄稼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园林的轮廓。记得一个深秋的

傍晚，那时田里的水稻已经收割完毕，落日的余晖穿过远处棕黄色的树影，照在静静的

水田上，金黄和碧蓝光影在水面上交织蜿蜒，与笔直的树和浅浅探入水面的堤岸组成了

绝美的自然园林景观。驻足观看直到夕阳西下，心生无限感动。这幅犹如芥子园画册里

描绘的美景深深的印入我的脑海，如今想起仍然仿历历在目。

【点评】好美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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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米跑进 10 秒的人  
应化 11  任春伟

说到跑步，想起了我刚入学时的一件糗事。办入学手续中，有人向我询问 100 米跑

多 长时间，由于本人体育历来不好，也从未关注过相关内容。但既然有人问起，便略微

考虑了一下后，回答说 10 秒。当时让询问的人吃了一惊，我对其表情和反应也是一愣。

这时旁边的同学说到，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未有 100 米跑进 10 秒的人，你一定是搞错了。

事后，我才对百米跑有了一个概念，又由于班内有几个在百米跑这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

同学，这使我越来越喜欢百米跑这个项目，它是田径比赛中我最喜欢观看的项目。只是

到目前为止，我仍然从未跑进 10 秒，甚至 15 秒也没有跑进过。

【点评】哈哈哈哈！能拿 10 秒和 15 秒并排说，可见还是没概念！

应化 11  魏燕：老任走得比跑得还快。老任还有一绝活，课间转战化学馆工物馆，人家骑车的刚把自行车支好，

老任一骑绝尘，甩着 11 路已经尾随而至。就为这个，最后一年校运动会增加的竞走项目，俺们班同学敲锣打

鼓地把老任送上赛场。

应化 12 刘芳：老任得名次了吗？

应化 11 魏燕：犯规里面的第一名。走得太快了，被罚下场。

应化 11 傅德慧：老任说了，他走到了终点，只是姿势不对，走得慢。

应化 11 魏燕：主要是老任认道，只有从化学馆到工物馆这条路上老任才走得快。

应化 11 傅德慧：介绍一下，应化 11 班是核燃料后处理专业，接受过核辐射，特殊材料制成的，专业代号 250。

结 12 李晓冰：怪不得运动会你们化工系总得第一呢，都是后核动力时代了。

清华的舞会  
建 11  姚小琴     

跳舞是上大学后学的，记得刚入学在班里先学的集体舞，由于高中我们男女分班，

第一次和男生拉手跳舞当时觉得很慌乱。后来每逢节假日各系学生会都开始组织各具特

色的交谊舞会。食堂就是舞场，把食堂的桌子归到边上，腾出空场，同学们就在那油腻

腻的地面上跳起了三步四步、探戈、伦巴还有帕斯（和水兵舞类似）。

上大学后第一次参加的交谊舞会是入学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前夕学生会在西大饭厅组

织的，本来是怀着好奇之心去看热闹，没想到还真被人邀请了，很不好意思的混乱笨拙

的凑合一曲，好在大家水平都不高，谁也没嫌谁。后来校园里的舞会多了，每逢节假日

的前夕，东区西区宣传栏里就贴出形形色色的舞会广告。最密集的舞会是圣诞连新年的

舞会，那几天几乎天天有，但面临着元旦后的期末考试估计多数人也不敢太尽兴。参加

过最高大上的舞会是二教楼上的舞会，脱离了油腻的地板和饭菜气味。

记得到高班以后，舞会风格开始有了变化，有了迪斯科和太空舞，开始觉得自己

out 了，看低班同学跳的不亦乐乎，自己却学不来了。那时音响控制水平也提高了，灯

光和乐曲与大家有了互动，舞会气氛更加热烈了。

现在你回到校园，节假日已找不到舞会的广告了，食堂都安上了固定桌椅，奇怪学

生们在哪儿活动交流，网上社区虚拟校园覆盖在美丽的校园上，顿觉自己更 out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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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的 PS 大师王世明   
应化 11  齐大峰

我们宿舍的王世明来自吉林，大学五年记忆最深的是两件事情。

一件是擅长倒装句，比如：你说的都不会话了；一脚就把门儿踢到球里去了；等等。

在特定的场景下，这种倒装方式搞笑指数可以达到爆笑水准。听相声的时候，偶尔也有

演员用这种方式制造包袱儿，不知道是不是从世明这里偷学的玩意儿。现在世明当领导

了，有时候我在想他讲话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倒装句出现，比如在主席台上讲话，突然

冒出一句：严格规定八项执行之类的话来，怎么能保证下边不笑场呢？

另一件就是世明是我们班洗印照片的主力。大家应该都还记得那时候的胶卷是黑白

的，外边洗太贵，12 号楼有一间专门的暗房，每次出去玩儿回来，世明负责把照片洗印

出来。有时候感觉画面太空，显影的时候就撕点儿棉花放在上边，照片出来后就有了白云。

我的皮肤比较黑，据世明说在洗印合影的时候先要用手指按住我的脸，等其他同学的脸

开始出现的时候再松手，就比较合适了。现在公司的设计师常用的 PS 软件，其实干的

也就是这点儿事儿。可以说，世明是早期 PS 技术的应用者了。

点日光灯     
程 1  郑丹飘

学校晚自习教室里找位子，很多时候位子上的日光灯不亮，不是因为日光灯坏了，

而是启动器被人拿走了。拿走的人，晚上回来拿着启动器插到槽里，再拉开关，灯就亮

了。目的是这货就把灯下的位子保留了。俺没有启动器，但学会一方法。咱有一个折叠

剪刀，现把灯拉线打开，把剪刀头插入槽中，碰到簧片。然后一转打火，日光灯就亮了。

一定要转动才会有一个脉冲，才能打亮灯。这个动作，当时吓坏不少同学，怕我被电击了。

俺每次都得解说剪刀的交接处是个回路，不会电到。这手活，俺晚自习座位就解决啦。

                                                        鹧鸪天 • 晚自习

晚习常忧座椅难       寻寻觅觅久不安

愁眉苦脸呻来晚       暗位长灯漏动源

按簧片，并刀旋       明光耀耀日辉延

身怀绝技惊同伴       自立更生手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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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老任     
应化 11  齐大峰

同学老任任春伟，北京同学，上大学的时候酷爱听相声，不太喜欢掺和那些打麻将、

桥牌之类的活动，讨厌我们这些抽烟喝酒的同学，所以在学校的时候共同的活动不多。

第一次老任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毕业的时候还借书证，老任以超过 500 本（印象里好

像是 508 本）的借阅量雄踞全班第一。5年 500 多本书，平均 3-4 天就是一本，阅读量

真的惊到宝宝了。从此对老任刮目相看。

无比幸福的毕业设计    
应化 11  闫长明

我们班 4位同学在 200 号实习，刘进才、李纪宁、杨荣春和我。啤酒是杨荣春的实

验材料，题目是核孔膜过滤保鲜燕山啤酒。李济宁的题目是橘子皮提取果胶。因此我们

每天早上的工作先去他们实验室帮忙，把橘子剥皮吃了，留下橘子皮做实验；再喝几杯

啤酒，记录头一天过滤保鲜效果如何；之后各自散去开始各种化工实验。我们 4位毕业

设计无比幸福，综合起来就是“橘子就酒”。

我们常邀请班上同学来玩儿，把啤酒带到后山。风景极美，山脚有水库，山上有兔子、

狍子，据说还有狼。此山如今已开发成虎峪风景区，鲜有人知道前面还有两个核反应堆，

这在当年可是军事秘密，如今叫清华大学核能研究院。30年过去了，按规定可以揭秘了

吧？

张北冰的高汤      
应化 11  齐大峰

作为东北人，其实是不太喜欢专门喝汤的，我们东北菜都是炖菜，连汤带菜全都有了。

不过这些年由于商务宴请场合比较多，喝过许多汤，喝汤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上大学的时

候张北冰发明的“高汤”。

在清华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普通家庭，收入不高，生活费也是比较低的。我自己每个

月父母给 15 元钱，助学金 14 块钱，去吃个小炒也是需要下比较大决心的。因为生活清

苦，大学五年身高长了 2公分，体重一直没有变。每顿饭吃完，总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

再有一点点可能就好了。

于是张北冰同学发明了“高汤”，每顿饭吃完，用开水把菜汤冲一下，就是一碗热

腾腾的高汤，香气蔓延到整个宿舍，大家的嗅觉神经再一次被调动起来。饭后冲碗汤的

做法很快在同学中流行起来，吃完饭以后大家端着汤，欺骗一下还没有完全满足的胃，



93

紫荆花开
清华大学1981级暨1986届毕业30周年纪念专刊

也能感受一点小小的幸福。

后来，高汤也有了更多改进，冲的时候加一点点味精，汤的味道就鲜美很多。有了

方便面之后，泡方便面没有用完的调料也是不错的汤料。我们在幸福的汤里，寄托了许

多的想象力和满足感，也给了我们多年的美好回忆。

我到现在看到汤，记忆里常常就会闪过 8 个人的拥挤宿舍里，一人一碗汤的时光。

汆白菜    
力 13  曲继发

刚入学的时候，我们班几个男生都念不来四食堂小黑板上“汆白菜”这个菜名。有

一次就见我们班头蔡榕同学走到窗口，“师傅，我要一份尿白菜。” 班头的上海语速有

点快，师傅没听清，让他重复一遍，蔡班头又说：“尿白菜，就是那个尿白菜。” 师傅

打完菜递过来，“好了，您的尿白菜。”

从此，蔡班头多了一个外号——尿白菜。

食堂排队     
无 11  胡康宁

学校里日常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食堂了。

无线电系 81 级刚入学的时候，定点食堂是 8 食堂。我以为，相对于后来吃过的 7

食堂和地下餐厅，8 食堂的水平略低。但 8 食堂有两样菜食是总要排长队的，一个是烧

茄子，一个是饺子。烧茄子好吃，是因为用油多，香且下饭。那会儿饭菜油水少，油大

的自然受欢迎，烧茄子就占了这个便宜。至于饺子，原本就是北方的美食，好吃不贵还

顶饱，所以饺子队从来是最长的。

买饺子排队，那是有讲究的。每天食堂做的饺子是有数的，到得晚还排错了队可能

就买不上。很多同学找短的队排，而有经验的就先伸头往前看，对了，要点在打饺子的

师傅！有的师傅打饺子一个个儿地数，卖得慢；有的师傅麻利儿，手快脑快就卖得快，

卖完了手边这盆就到慢师傅那儿去捞。所以，买饺子排队，要找快师傅的队，慢师傅那

儿队短也可能买不上。

都说只要用心，清华处处皆学问。食堂站队这学问，很多同学在工作中就用上了，

尤其在党政机关和国企。站对了队的，上升就快；跟错了人的，自认倒霉。

当年买饺子排队的同学，现在很多都混成打饺子的师傅了，应该都是人人喜欢的快

师傅吧。

食堂的干货    
无 11  胡康宁

因为家在北京，每年的校庆都回校，时不常找机会吃吃学生食堂。现在学生食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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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绝对是今非昔比，就餐也方便很多，每人取一个托盘，排队自选，刷卡结账，然后

找椅子坐下就餐。不像当年，我们每人是一个饭盆儿的，手里还得捏着一打儿饭票，买

馒头包子饺子面条用面票，买米饭米粥用米票，买窝头玉米粥用粮票；买炒菜咸菜酱豆

腐用菜票，买包子饺子面条得面票加菜票才行。带错了票还不行。排队买好饭菜后，找

一个空的长条桌，大家围站一圈，边聊边吃。有时候吃完饭，顺手帮着把堆在桌上的豆

角给择了，也算是间接帮厨吧。吃到尾声，可以去盛免费的汤。汤在深过半米的大桶里，

有时是米汤，有时是菜汤，总之比较清寡，内容较少。要打上来干货颇需要些技术。溜

边儿沉底轻捞慢起的功夫，是实践中练成滴。

后来发现，很多同学工作中的成就，其实是源于在学生食堂学到的功夫：勇于溜边儿，

不惧沉底，甘被轻捞，等得慢起。最后到手的，自是干干的硬货。不是吗？

【评论】说到吃的，对清华食堂的包子和饺子印象很深，特别是包子，得摆好姿势来吃，一不小心就喷得满身

的油。

不领情的同学     
发 11  高举

还记得大学时我们每班都要去食堂里帮厨吗？我们班是早餐时在小窗口后面给同学

盛粥夹咸菜。

有一个早晨，我在五食堂卖早餐，来了一位同学，我盛了一碗粥，夹了一大块大头

菜丝儿，结果这位同学回了我一句“慷国家之慨”。直到现在我这颗受伤的小心灵还没

有平复。

我对清华美食的一点回忆     
化 1  甘宁俊

马上就要过年了，家里吃饭时小朋友们对肉食都不太感兴趣，引起我对当时肉食的

美好回忆！

1) 同屋的老谭当时是班上的土豪，喜欢买三毛左右的肉菜，但不吃肉，被我发现，

于是中午下课，注意紧跟他，一起吃饭时可以分享几个肉片，老谭也乐于助人，主动张

罗把肉挑出来分给我们，真幸福啊！至今同学聚会，我还关心老谭，尽量吃点鱼肉、精肉，

保持营养！

2) 当时学校伙食油水小，每次放假回家，父母就心疼，于是想了个办法补充油水 : 

买板油炼制，装在玻璃罐头瓶中，找单位的冷库速冻，开学带到学校，早晨喝棒子面粥时，

舀上一大勺，真香啊！

3) 上研究生后，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晚餐经常买三毛钱的午餐肉，或是蒜肠。一次

排队在一美女身后，她也买三毛钱的肉，发现食堂小师傅给她的肉特别多，轮到我，他

问买多少，就要移动台秤砣，我情急之下大喊 : 别动，照原样再来一份！小师傅无奈照

原样给我多多的午餐肉，我得意地和同学分享了肉和经验，要紧跟美女同学身后排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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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盆儿     
无 11  胡康宁

当年的学生食堂可是昔不如今，得自己带饭盆儿的。每次到食堂，第一件事儿是冲

到窗下的公共碗架上拿自己的饭盆和勺儿，然后才是排队买饭菜吃。吃完了的碗和勺儿，

得自己洗，然后放回公共碗架，下顿饭前再去找来，循环往复。这一食堂吃饭的大几百

甚至上千人，五年下来居然很少有丢碗丢勺儿的，也算一绝。

一开始大家买的都是普通个头的饭盆，条件好的买俩，一个装菜一个盛饭。食堂的

师傅也是各有特色，有的慷慨，有的吝啬，有的呢貌似慷慨，舀起满满的一大勺菜倒向

你的饭盆，在你满心欢喜地期待中，在大勺中喷喷香的烧茄子倒进饭盆的那一瞬，说时

迟那时快，大师傅的手腕灵巧地一抖，你的饭盆只盖了个底儿，大半勺儿的菜已然被成

功地回收！

能考进清华的智商也不是白给的。情商高的跟师傅套瓷儿，能赢得些腐败的机会；

智商高的呢，则发现用大些的饭盆总能多打到些菜，因为如果给少了连盆底儿都盖不住

的话，师傅也不落忍。所以渐渐地，随着年级的升高，饭盆的尺寸也在增大。食堂的师

傅呢，面对这硕盆难题也了无对策，只能任之。实践出真知，然也。

五年级到上海的工厂实习。上海人吃饭是以精细著称的，好吃但量小。一个倒插到

上海的哥们儿第一次毛脚女婿上门，被亲切招待一顿后拉着女友到外面又吃了两大碗葱

油面，那是后话。

实习的食堂，当然也是上海的风范啦。但清华的学生，自是早有准备，随身带有制

胜的利器。上海工厂的食堂非常干净，卖饭菜的地方有擦得锃亮的玻璃墙，把待售的饭

菜与外面隔开，非常卫生。每个排到的人，把饭盆从窗口递进去，师傅打菜盛饭，收菜票，

饭盆从窗口递回，有条不紊，干净清爽。真是讲究啊！

同学排到了，自信满满喊着菜名就把硕大的饭盆往窗口里递。Duang，怎么回事儿？

原来玻璃墙的窗口开得很小，大饭盆卡在窗口外边，进不去！

制度啊，聪明的上海人，从制度上根本解决了食堂的硕盆难题！

我们又学到了一个重要的知识：技术，无论多高，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好的制度，

才是达成目标的最重要基础。

食堂，是真正的课堂。

记忆中的金工实习    
自 11  范琦

记得全系一百五十人坐一车间听师傅白话时，电话铃响了。响个不停也没人管，我就

坐离电话不远，吵得不好意思了起身去接。这真的是我平生第一次接电话，拿起来一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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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师傅，高声喊了声 : 师傅电话！随手就把电话放回基座给挂了。刹那间哄堂大笑……

二两？一两？   
 计 11 郑莉

我们也去的上海实习，当时听着上海话真觉着好玩儿，在食堂打饭，我说要二两，

炊事员阿姨笑眯眯说“一两”，我重复“二两”，阿姨把饭递给我：“一两”。后来我

就习惯了，上海人说的二两（ni liang）听着就像“一两”。

在上海抽空逛街，把鞋子走坏了，问路边几个老者哪里有修鞋的，谁都听不懂，情

急之下抬起脚展示掉了跟儿的鞋，一个老爷爷恍然大悟：哦！修 a zi 啊！

两个五分的故事     
应化 11  傅德慧

1985 年夏天，我们在上海跃龙化工厂实习，在职工食堂就餐。

第一次去打饭，见到炒茭白很稀罕，就点了，还点了米饭。师傅报出价格两个五分。

我很纳闷，一毛就一毛呗，干嘛要两个五分？我当时手里只有一个五分，疑疑惑惑递给

师傅一毛钱，师傅不接，看着我手里的饭票重复声明要两个五分。我再拿个五分递过去，

师傅仍然不干。无奈，莫名其妙的我把手里的饭票全给了他，师傅从中拿了两角五分。

我恍然大悟，师傅说的两个五分不是两个五分，而是两角五分！

上海印象      
电 1  杜玉惠

去上海之前先学了上海话，谢啊弄。担心上海人排外，问路很小心。其实担心是多

余的，上海人还是很热情的。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南京路上的商店都有一个老人坐门口的

高凳上，不断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包包，防止小偷。这些老人都是义务服务，也反映上

海人的素质哈。

还去了上海锦江乐园，可能是国内第一个游乐场吧，头一次坐过山车，吓得呀！从

此再也没坐过过山车了。

东阳梦话
发 12  李东仙

大一时我普通话还说不利落，白天讲话大家都不太听得懂，半夜我做梦说的都是东

阳话，大家更加听不懂了。每当我说梦话时，室友刘瑞叶总是竖起耳朵听，想记住我说

的话，早上再问我什么意思，可是到早上摸摸脑袋就是想不起来了。这个问题困扰了她

很久，谜底一直没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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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蒙来的刘 Chong 才

应化 11 齐大峰

刘进才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明沙淖乡明沙淖村（好长啊！）。之所

以一直记得这个村名，是因为认识了老刘，才认识了“淖”这个字。

老刘口音比较重（不知道高考语文咋及格的），内蒙古被他读成“Ni 蒙古”，愚蠢

被读成“愚chong”，那个被读成“Nie个”，特别有意思，最后被全班同学改名叫做“刘

Chong 才”（暴露老刘隐私需要原谅一下下）。

小女生傅德慧     
应化 11 齐大峰

傅德慧来自内蒙古，瘦瘦小小的。上学的时候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估计许多女生

都会羡慕她的身材保持得如此之好。

我第一次喝醉酒就是因为傅德慧。

我们家祖辈、父辈，以及兄弟们酒量都不错，不过家里管得严，小的时候也只能偷

偷喝一点儿酒，从来没有醉过。在清华上学，那个时候的同学都很青涩，喝酒也不是常

有的事儿，只是到了高年级，遇到节庆学校聚餐才会喝一点儿酒。在班里喝酒也没有喝

醉过。

毕业设计的时候，班里有几个同学在清华的核反应堆—200 号做实验，我们约好去

200 号玩儿，去的时候还带了一大桶散装啤酒，好像是 25 斤的桶吧，挺沉重地，还要

坐长途公交车一路颠簸去昌平。到了晚上聚餐，自然要拿酒出来喝一顿。

起初，女生们温良贤淑，都不肯喝酒。我自以为酒量很好，就跟傅德慧挑战，你喝一杯，

我喝两杯。结果，你懂的，我很快就喝趴下了，那是第一次醉酒啊！

过了几年，听说分配到内蒙古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傅德慧同学喝遍内蒙无敌手，我才

知道当初在200号真的是班门弄斧了。俗话说：酒桌上一怕梳小辫儿的，二怕吃药片儿的，

信夫！

晕床的李纪宁   
 应化 11 齐大峰

到学校报到的第二天，宿舍里进来一个同学，啥都不说直接上床（还是个上铺），

睡到吃晚饭才起来。下地的时候一个趔趄，险些摔倒。这个就是来自于云南西双版纳（现

在叫做普洱，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原来的那个名字）的李纪宁。

纪宁来上学，还是非常辛苦的，先要坐长途汽车到昆明，全是盘山路。然后从昆明

坐火车到北京，也是要几十个小时的。加起来大概是五天六夜（还是五夜六天有点儿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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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来了），所以看见车自然就是晕的，躺在床上感觉床也在晃，下地后感觉地也在晃。

后来我们都说纪宁是晕床的（一旻同学，纪宁现在还晕床吗？）。

我经常在想，纪宁一定是一个被错过的奥运冠军。他绝对是运动天才，一玩排球，

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就打得很好；一踢足球，很快就像模像样，在班里很快成为各项体

育运动的主力。现在是工作单位的羽毛球、网球干将，运动习惯一直保留着。

纪宁大学毕业去了东北，现在说着一口东北话，大老爷们儿的感觉。不过纪宁的味

蕾一直保留着西双版纳的记忆，只要是同学去，必吃“昆明老房子”，那些竹虫、蚂蚱、

黑三剁什么的还是暴露了纪宁同学的来历。

就算花上五天六夜时间远离故土，就算去了东北，西双版纳还是顽强地拴着纪宁，

就像这个民族一直拴着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偷水果的耗子    
自仪 11  唐春风

记得当年住 12号楼一层。我在下铺，在上铺的床板下面挂了个网兜装水果。半夜，

耗子登到我的脚上够水果，把我骚扰醒了。在昏暗的光线中我看到了耗子的身影，耗子

也意识到我醒了，立即从脚下的床边向头部床边跑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我伸开二指

禅功，向耗子插下去，只听得“嗞”……“哎呦”……

我手指头按住了耗子后半身可能包括尾巴，耗子跑不了了，一下子急了，可能也许

是我指头戳疼了耗子，反正它大声“嗞”地叫了起来，然后回过头来，义无反顾地对着

我的手指头咬下去，于是，紧接着就听到我“哎呦”的叫喊声，把全宿舍同学都给惊吓

醒了。

开灯，起床，另一上铺同学帮助涂药水，包扎。第二天，先去医院打破伤风针。再

回来收拾耗子。本宿舍，其他宿舍有兴趣的同学都来帮忙，翻箱倒柜，这通折腾，耗子

吓的到处蹦，最后，可怜的米奇，在一顿上窜下跳之后，卒于棍棒胶鞋之下。

事后回想起来，我当时反应真是机敏，半起身，半转身，向右转，用左手，准确戳

中了耗子。当然，太准确了。否则第二天不至于挨一针。

你想想，大半夜的，被闹醒，头脑立即清醒了，发现耗子从脚下沿床边往上跑时，

能计算出时间速度距离，手指下去，准确拦截！

小时候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蜜蜂，是不能用手号的，更不能攥在手心里。这以后

长了第二个教训，耗子，是不能用手指头戳的。

【点评】被耗子咬了？深表同情！没有被转基因吧？

没有打狂犬疫苗，托大了。

估计清醒时戳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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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青蛙   
自仪 11  唐春风

记不得大几时，下了晚自习后，几个同学到工字厅后面的水木清华水塘抓青蛙，用

铁签子挂上皮筋安装在木棍上，用手电筒照亮，找到后扣动扳机发射，就可以插住青蛙，

一晚上抓住十几个。第二天到一个家近的同学家，炒了吃。味道鲜美极了。哥几个好开心。

【点评】用现在的眼光，哥儿几个太残忍了。
难怪耗子咬你一大口。

抠门儿  
应化 11  魏燕

老任是俺们班第一任班长，说起话来滴水不漏，跟阿庆嫂似滴  （完全是夸赞滴意思）。

第一个中秋节，俺们班在圆明园开月饼会，老任站在大家伙对面，滴水不漏滴讲了半天，

俺当然啥也没记住，就记住了老任讲的一句歇后语，大衣柜木按把手——抠门儿呀！

眼镜呢？ 
 无 11  胡康宁

拿我班娄头说事儿：有一天午休后起床赶下午第一堂课，娄头一边下床一边四处踅

摸着一边大喊：“快帮我找找，我眼镜呢我眼镜呢 .......”小丁一旁悠悠地说：你鼻子上

的是啥？

【点评】无 11 的陈景润。骑驴找驴。

食堂落书包里了   
无 11  胡康宁

还是我班娄头的故事，顺手拈来，看来非把他捧红了不可了。

还是午休后的故事：那天娄头午休起床后顺利地找到了眼镜，却发现书包不见了！

汗立马就下来了，这还了得。娄头急得没头苍蝇，猛然间想起了什么，一拍油光的大脑

门儿，撒丫子就往 8 食堂跑，玩儿命砸开了食堂的后门。食堂师傅也休息呢，满脸不高兴。

娄头急忙道着歉解释：“对不起啊师傅，我中午一不小心把食堂 ......”师傅倒是接得快“落

书包里了？”

【点评】彻底把娄同学捧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