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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谨为学 厚德育人

——访清华大学党委原书记贺美英

○   麻敏华    肖小强等

一个温暖的春日下午，我们一行 5 人来到

了工字厅，这里春意浓浓。校长办公室的王老

师把我们带进了庭院深处的东甲一，贺美英老

师微笑着走上前来迎接我们。想着即将到来的

访谈，我们心里既紧张又好奇。

头一次和贺老师零距离接触，我们有点不

知所措。贺老师先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大学

生活，她慈祥的眼神和爽朗的笑声，让我们紧

绷的心也放松下来，随着她细细去感受那段久

远的历史。

贺老师 1956 年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

1958 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 年暑假后半脱

产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1963 年毕业服从分配

留校工作。贺老师经历了 1958 年的“大跃进”，

在她平静的话语里，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年代

的狂热和激情。为了响应国家“大炼钢铁”的

号召，电机系要生产 28 千瓦鼠笼电机，所有的

设备都是学生自己动手完成；在北门外的土电

厂，高年级学生生产高压油开关，本着节约、简单、

易用的原则，用豆油做绝缘油，用乒乓球做浮漂，

周总理视察时称赞道：“聪明！”机械、电机

两系联合生产程控机床，电机系负责专用计算

机和控制电路，完全用分离元件晶体管搭建繁

复的电路。贺老师对那段学习做了客观的评价：

通过劳动，对书本上的某些原理了解得更透彻，

有利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高了动手能力，

发挥了青年人的创造性和聪明才智，但是有些

走极端，劳动过多，造成知识不全面、不系统、

不牢靠，所以1960年后又全面补课，“填平补齐”。

谈到当辅导员对个人成长的积极因素，贺老

师认为，当辅导员对人成长的意义很大，对人的

锻炼很全面。贺老师的辅导员工作经历十分丰富，

早在学生时代的 1959~1961 年，年轻的贺老师就

担任了学生辅导员。1963 年后，作为教师的贺老

师又半脱产当辅导员，直到“文化大革命“。

贺老师说，多年辛苦的经历首先“训练了

一种责任感，知道了做一件事情不容易。‘责

任心不是讲出来的’，要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做不好的话，对不起同学们。”1964 年冬天，

根据蒋南翔校长意见，清华加强了对高干子女

的教育，让他们了解工农群众的生活。贺老师

贺美英

1956~1963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59 起担
任学生政治辅导员，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清华大学
校团委副书记，自动化系党委副书记、书记，校党委
常委。1986 年 7 月任校党委副书记，1988 年兼任副
校长。1993 年兼任校工会主席及校党委组织部长。
1995 年 9 月任校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1993
年当选中共北京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1997 年当选为
中共十五大代表，并当选为中纪委委员。2003 年当选
十届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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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带领一批高干子弟去上庄劳动，又要教育

他们，又绝对不能出问题，这期间担负的责任

是很大的。由于当地农民用地炉，防煤气的措

施很差，有一个屋的同学轻度煤气中毒，幸亏

及时发现，没有出大问题。这次经历让贺老师

头一次体会到了责任压肩的紧张。

其次是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信念，锻炼了群

众工作的能力。不能发动群众，就无法进行工

作。有的同学学习优秀，却不关心政治，两耳

不闻窗外事；有的同学思想不够上进，有各种

观点，作为辅导员就要引导他们向好的方向发

展。为了能启发他们，首先逼着自己去读书学

习，丰富自己的头脑，使自己有正确的立场、

观点，坚定的政治理想。要“磨利”自己的舌

头，讲出让人信服的道理。就这样，既提高了

自己的理论水平，又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

贺老师在当学生辅导员时，曾经负责比她

高一届学生的毕业分配。毕业生们填写自己的

意向，学校做完分配方案后，交上级审批，两

周后公布结果。就在一切准备就绪、通知毕业

班开会时，审批的毕业分配表却无法拿到，最

终公平分配结果的会议不得不延期。虽然并不

是贺老师的错，

还是受到了领导

的批评。吃一堑

长一智，就此知

道了搞一个活动

需要考虑很多意

想不到的因素，

做 一 件 事 情 之

前，要考虑得周

到细致，才不至

于被意外情况搞

得焦头烂额。

当时受“左”

的思潮的影响，

学生中间大搞学

术批判，批权威，

批 维 纳 的 控 制

论，批麦克斯韦

方程组，觉得这样很进步。蒋南翔校长却皱着

眉头说：“后人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进步的，

这样不好。”林彪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语

录，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蒋南翔

校长则鼓励大家“学原著，学习立场、观点、

方法，而不是只言片语。语录不是符咒，不是

万能的。”听从了蒋南翔校长高瞻远瞩的意见，

贺老师从中学会了要怎样掌握政策，提高了自

己分辨和认识是非的能力。

辅导员要“双肩挑”，学校只是减轻了教

师的部分教学任务，而不是全部减免业务工作，

做辅导员工作并不能成为耽误教学工作的借口。

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辅导员要做到“双肩

挑”，辅导员工作要做好，业务更不能落下，

就是只讲一门课也要讲好。这样在无形中要求

辅导员要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有人说当辅导

员是一种压力、一种牺牲，其实更多的是一种

培养、一个机会。不同的经历造就了不同的人才。

当我们问到当年的青年人和现在的青年人

有什么不同时，贺老师想了想，答道：“无论

时代怎么变，青年人的共性——热情，有理想，

有抱负，希望有所作为是不变的。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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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封闭，政治气氛强烈，人们一心奉献，毕

业后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

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支援偏远的青海、新

疆、东北，从基层干起，脚踏实地一步步做起，

人们心态平和。”

“而现在，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利益原则

的指引下，同学们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发展，双

向选择机会更多，人们的心不再拘泥于一个小

空间，这样的变化都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清

华大学的学生大多是来自各校的佼佼者，独立

好强。有些同学孤傲，只能做一个人的工作，

欠缺领导人所必备的组织能力和与人沟通合作

的能力，那是不能成就大器的。有些同学因不

再出色而自卑、封闭、消极，这样对个人的发

展肯定是不利的。第一名只有一个，就算是当

配角也要做好，要尽全力！”

援引蒋南翔校长的话，“青年人做社会工

作是大有出息的负担”，贺老师希望同学们能

多担任一些社会工作锻炼自己：“学校希望能

给每个人这样的机会，可是毕竟当辅导员的只

是少数人，通过其他社会工作同样可以锻炼自

己各方面的能力。做学生工作要本着两个原则：

一要看是否符合实际，二要看是否对大多数人

有好处。社会工作中，免不了有不被人理解的

地方，在这个时候能否受得了委屈，能否平衡

自己的心态，就显得很重要了。‘薄脆’的人

一击就倒，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皮实’点的，

就容易生存。遇到挫折，往好的方面想想，权

当是交学费，大不了从头再来。许多国家领导

人在基层都经历了很多摔摔打打，如果承受能

力不强，再也站不起来，哪有他们现在的成功？

清华只是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基础和起步，需要

做的事情还很多。磨练也是一种锻炼，这种锻

炼也许能给予你更多。”

说到当辅导员感受最深刻的事情，贺老师

又想起很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带学生去上庄劳动的时候，贺老师和两个

女同学住在农民李大哥家里。李大哥和大嫂其

实也就 40 岁吧，但是常年的操劳使得他们过

早地衰老了，开始竟被误当作老大爷、老大娘。

看到大嫂蹲在地炉旁煮地瓜秧的粥，吃着这样

难以下咽的饭，才知道原来农民的生活是这么

的艰苦。贺老师深受触动：“你有什么理由上

了大学就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有什么理由不

为劳苦大众服务呢？”老师话语中那发自肺腑

的真切情感，让我们的内心也深深感动。

在“文化大革命”时，许多学校领导人被

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老师也被

诬蔑为“黑帮”分子，被拉出去批斗游街，让

老师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先批斗自己的竟是自

己负责的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贺老师也曾经迷

茫过，苦闷过，怀疑过，究竟谁对谁错？是不

是自己真的做错了？但是当她看到、听到学校

里老一辈革命家们不畏武力，坚持自己的理念，

尤其是蒋南翔校长的坚强态度，坚持真理的精

神，最终自己的精神也坚强起来，熬过了那段

艰苦的日子。这段让贺老师难忘的痛苦经历，

给予她的是另一种精神上的宝贵财富。她平静

地说：“这段经历让我坚强。我不会违心地讲

假话，在某阵风来的时候，我可以坚持自己的

立场。‘文化大革命’那么艰难的日子都挺过

来了，还有什么困难可怕？还有什么困难不可

以被征服呢？”

谈到评价学生的标准，贺老师认为，现在

评价学生越来越量化、细化，功课分量太重。

但是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可以替代的评价体系，

所以希望同学们自己放开一点，不要把这些看

得很重，走自己的路。不要随风而动，从自己

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自己的特点、有重点地

来发展自己，明白自己的所需。

时间在我们愉快的谈话中悄悄溜走了，当

我们起身告别时，面对和蔼可亲的贺老师，看

着贺老师发白的双鬓，慈爱的眼角，竟是那么

的不舍！短短两个小时的谈话，让我们对贺美

英老师的了解加深很多，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她

的坚强，她的真实，她的执著，她的实事求是，

她的平易近人，她的殷殷期盼……静静

地走出工字厅，回头看厅里那株含苞微

放的白玉兰，映着暖暖的落日余晖，更

显素雅高洁。

老辅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