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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制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这里我们刊登出几封老辅导员的来信，他

们可谓是与辅导员制度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辅导员的经历带给他们一生难以磨灭的印

记。这些故事既熟悉又陌生，陌生的是那个年代，熟悉的是同为辅导员的奉献与坚持。

政治辅导员和我
○  董曾南（1953年任水利系辅导员）

1950 年，在当时苏联建设“列宁—

伏尔加运河”、“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等“共

产主义工程”（其实斯大林格勒水电站

装机容量不过 1000 千瓦，比我们的三峡

工程水电装机容量小 18 倍）的感召下，

我报考了清华大学土木系（当时水利是

土木系中一个组）。1953 年春天，学校

为了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成立了

政治辅导处，从各系抽调了二十多名学

生半脱产（半时学习，半时工作）做政

治辅导员。我有幸成为水利系的第一批

政治辅导员。

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让我当天

晚上到新林院蒋南翔校长家，说校长约

我谈话。原来是我父亲因我担任辅导员

需要延后大学毕业的时间而给蒋校长写

了一封信。当时我父亲是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系教授，由于家庭人口较多，经济

情况比较拮据，父亲希望我早日毕业参

加工作能有一些收入，不同意我做辅导

员。因此蒋南翔校长把我找到他家里跟

我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了解我的家

庭状况，说明为什么学校要选调一些品

学兼优的学生做辅导员，并征求我本人

的意见。这时我刚刚入党不久，抱有很

大的政治热情，因此向校长表示坚决服

从组织安排，做好辅导员的工作。这件

事虽小，但说明了当时的学校领导对政

治辅导员这一工作的重视，而且我只是

一个学生，校长竟亲自找我到家中谈话，

这是多么深入细致、亲近群众的作风，

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动不已。

1953 年前后，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

基本告一段落，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已过，

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时我们

在学生中的思想工作主要是帮助同学树

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态度，帮助同学们

适应大学的学习要求，掌握良好的学习

方法，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同学们在政治

上、业务上成长得更好，成为祖国建设

迫切需要的人才。记得当时在水利系我

们开展了不少专业方面的教育，例如我

们邀请校友讲他们在水利建设中工作的

情况，讲他们的理想和生活中的感受。

这时很多同学都以将来能战斗在祖国的

高山大川为莫大的光荣与幸福。在我们

水利系曾流行过一曲《水利建设者之歌》：

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

四方。……一旦建设好了水库大坝，我

们就再换一个地方。前面是奔腾的江水，

后面是灯火辉煌，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战斗着奔向前方。……

围绕专业教育，我们在学生中组织

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当时出版了一本苏

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描写一

批苏联男女青年在西伯利亚恶劣的气候

环境中建设输油管线的故事。同学中组

织了讨论、朗诵、漫谈，很多同学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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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男主人公——一位年轻工程师阿

列克赛作为自己的榜样。当时国家百废

待兴，水利建设更是首当其冲，急需大

批技术人员投身到建设中去。1952 年入

学的同学中需要一批同学只学两年，作

为大专毕业提早参加工作，很多同学踊

跃报名。那个时候年轻学生的思想是那

样纯洁高尚，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考虑

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现在回忆起来真让

人留恋。

政治辅导员制度不仅通过辅导员加

强了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而且对辅导

员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培养。除了日

常学校领导对工作的指导和帮助，而且

每当寒暑假期，学校里都组织辅导员学

习政治、哲学等理论，交流工作经验与

心得，使这些做辅导员的同学能有一个

坚定的立场，提高他们的组织工作能力，

锻炼思想方法和革命意志，学会更好地

与人相处。做政治辅导员的两年生活，

也使我受到很多教育和锻炼，懂得了人

生的意义，为迎接今后的人生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1957 年秋天，在经历了当年夏天的

“疾风骤雨”之后，何东昌同志找我到

他照澜院的家里，告诉我不宜再做党的

工作，但是可以担任一些行政职务。组

织上安排我到工程力学研究班做班秘书

（当时班主任是钱学森先生），同时协

助张维先生筹办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何东昌同志还要求我把力学班的几门流

体力学课程学好。没想到从 1958 年到

1979 年我却经历了 21 年的逆境，受到很

大的挫折和考验。但是我并没有丧失革

命意志，没有丧失对生活和对未来的信

心。正是两年辅导员生活对我的锻炼，

使我能在逆境中自强。1959 年力学班结

束，我回到水利系水力学实验室工作，

在进行水工模型试验工作时，我从和水

泥、砌砖墙、做模型开始，做试验写报告，

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看到密云水

库的白河隧洞出口，潮河溢洪道根据我

们的试验结果建成，自己感到生活也很

充实。

1983 年系里送我到美国爱荷华大学

做一年访问学者。这一年我不仅学习了

科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还做出了

一些成果，并且寻找多种机会了解、学

习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大学办学中现代

的思维和方法，主动与国际水利界一些

知名学者建立了学术上的联系。1984 年

回国后，学校领导安排我主持水利系的

工作，1984 年 10 月正式任命我为水利系

系主任，连任三届，至 1994 年 1 月。我

想学校对我的安排与我做过政治辅导员

及以后的表现不无关系。在担任水利系

系主任的九年任期内，可以说是我一生

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也克服了各种困

难的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工作

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1988 年学校召开教学讨论会，由于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校中对水利事

业看法上的片面性，使得水利系部分师

生对水利事业产生了动摇，甚至正式提

出要改变系名。这时我在一些教师的支

持下，坚持了水利系的办学方向，坚定

地为我国水利事业培养人才，但是这经

历了一段较困难的时期。随着我国几次

洪涝灾害，特别是 1998 年特大洪水的教

训，随着三峡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开

展，水资源缺乏的严重性被社会广泛地

认识，水利事业的重要性又重新被大家

所认识。

水力学是我多年从事的专业，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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