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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校友：
《水木清华》杂志（前身《清华人》）已度过十周岁生日。十年间，《水木清华》从弱小的幼苗到抽枝发芽、茁

壮成长的小树，虽少不了磕磕绊绊，但更多的是成长和收获的喜悦。在此，诚挚感谢各位新老校友多年来对《水木清

华》的关注和扶持！正是您的支持，给了我们扎根的土壤、成长的力量。

2012年12月22日，校友总会邀请20多位校友参加《水木清华》创刊十周年座谈会。本期刊登部分座谈会发言，

与大家共享。

诚邀广大校友继续多多关注《水木清华》，欢迎您为杂志的发展提出宝贵建议，也欢迎您为杂志各个栏目的设

置、探讨的话题提供建议和线索。同时，本刊长期面向广大校友征稿，观点性文章、回忆性文章、散文、诗歌、小

说、随笔等均可。

我 特 别 感 谢 《 水 木

清华》，它给了我一个学

习的平台，能够学习到很

多新的东西。杂志的文章

和社会上的不太一样，有

自己的东西，对我很有帮助。五六十年

以后回头再看《水木清华》的文章，当

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事就会成为历

史。

——清华大学原纪委书记 叶宏开

对于杂志的几

点建议：一、战略

思想。清华的人文

学科也在经历伟大

的复兴，同时我们

国家在新的发展过

程中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我们的

校友可以为国家提一些战略性的

建议。二、引领风尚。除了要继

承清华的传统，还要面向未来。

三、国际视野。随着中国经济地

位的提升，学术教育会成为国际

关注的导向。清华要在教育层面

做一个领军者。

这 本 杂 志 可 以 作 为 一 个 载

体，为清华的发展、国家的发展

做一些贡献，这不能光靠编辑，

还需要广大校友共同努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处长、《水木清华》编委 左传长

《水木清华》格调很好，

于当今形势下，能够倡导、驾

驭奋发向上这种学风，给青年

学生以启示。有一点我觉得需

要改进一下，现在介绍校友的

成绩、光环、荣誉比较多，我希望更多地报

导在基层踏踏实实做工作的人，像报导寻找

最美的乡村医生、最美的乡村教师等，这是

一种更大的凝聚和鼓舞。

——新华社原副社长 徐锡安

您的投稿和建议可通过以下方式发送给我们：

1.电子邮箱：smth@tsinghua.org.cn

2.新浪微博：@水木清华杂志

3.邮政信箱：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A座1210 《水木清华》编辑部（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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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杂志办得非

常好，在中国大学的杂志里我

看是最好的。文章好，有一种

精神在里面；编辑好，编辑的

图片也非常好；最重要的是文

章质量好。

第一点建议：很多想报考清华的学生

都想了解在校学生的状况，我觉得应该市场

化，以销售量为导向，让社会认可。

第二点建议：杂志能不能在内容上分

类？分成至少三类，把经济、人文、商业的

内容分开；有的文章不好发全文，来个摘

要；所有有关校友和学校建设的放一起，学

校领导的一些讲话和文章可以保留，其他学

校可以借鉴，不能到处都是校友的事。稿子

还要更开放、尖锐一些。

第三点建议：能不能以主题为导向？围

绕社会事件可以把校友组织起来。

第四点建议：立体化。杂志出的第一

天同时上电子版，不要怕盗版，不要怕有电

子版人家不看纸本杂志。与新浪或者搜狐合

作，把杂志的名声带起来；争取让杂志进报

刊亭；纸质、网站、活动，三位一体；网站

可以活一点，一篇文章出来后，允许跟帖，

校友可以发表感想。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水木清华》编委 祁 斌

《水木清华》确实不错，最

深刻的感觉就是人文的底蕴非常

深厚。我读这个杂志的时候，非

常深刻地感受到我们有很多文学

的、文化的东西在里面，读起来

非常亲切，文章组织得也非常好。

——科技日报社副总编辑 刘亚东

我希望看到《水木清

华》中有更多人物成长的

文章，他们离校以后在工

作中的所面临的问题，所思

所想，都做了哪些工作，包

括他们关注些什么。还希望杂志能够从思

想、文化上有独到的见解，起到比别的杂

志更大的作用。期望这本杂志越办越好，

能对我们今后的事业有所帮助。

——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 林天强

《水木清华》我几乎每

一期都看，觉得在办刊指导

思想和宗旨下面还应每期都

确定一个鲜明的主题，通过

这个主题下的事件和人物，

把清华的文化、清华人的风貌、思想都体

现出来。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 潘爱华

《水木清华》还叫《清

华人》时，我就和杂志有过

接触。学校一般给到基层工

作的毕业生举行出征仪式。

有一年《清华人》的封面是

副校长给毕业生整理仪表的照片，把杂志给

那几个毕业生时，他们特别激动地带走了，

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很多在基层默默工

作的年轻校友需要这种关心和支持。如果

（刊登了在基层工作的毕业生的文章），当

他们知道每期有6万多名校友能够了解自己

在基层的工作时，是能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

支持的。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 王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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