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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情代代传 清华心日日新 （上）
○   本刊记者 曾卓崑    学生记者 陈  欢

一杯水，一支录音笔，会议室里，闫长明娓娓道来家族的故事——至今，这个家族中的清华人已

接续五代，并且有意思的是从第二代起，都以“清华女婿”的方式传承。

叙述中，闫长明数次动情，眼中泛起泪光。五代人的家国梦想以及清华情缘是那样厚重，厚德载

物的清华精神折射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现出动人的光芒。

今年是清华校友总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

国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对于既是清华校友

总会理事，又是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的闫长明

来说，这又将是忙碌的一年。1964年出生的闫长

明于1981~1989年期间在清华大学学习。对于他

而言，无论是清华大学、清华校友总会还是中国

欧美同学会，都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三

者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他家族中的长辈们身上。

家族故事
清华初创始自齐

这五代的源头是一位名叫周自齐的先辈。如

果您参观过清华大学校史馆，在满墙清华历史的

发端处，一张1909年第一期留美学生的集体照

中，中间坐者便是周自齐，清华的创始人之一。

周自齐是作为游美学务处总办、清华学堂

监督、清华学校留美同学会名誉会长而载入清华

历史的。1901年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规定中国向列强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其中美

国3200多万两（合2400多万美元）。1904年12

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赔款是用黄金

还是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交涉，谈话间

海约翰透露一句，庚子赔款“原属过多”。这一

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四处

游说退还不实赔款。此交涉当然不会很顺利，

1905年中美关系处于低潮，罗斯福政府搁置了

退款的事情，梁诚又接到了卸任公使职位的命

令：“减收赔款，事已妥协，自应遵照部电，将

美墨秘古使事，遴派暂留美馆二等参赞官周自齐

代理……”周自齐在美国继续致力于退款交涉事

宜。经过数年艰苦努力，美国最终同意“退还”

部分赔款，用作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之用。

1909年7月，清政府在京设立“游

美学务处”，周自齐任总办，同

时筹建游美肄业馆（即原拟设立

的留美预备学校）。 1 9 1 1 年 游

美肄业馆更名“清华学堂”，由

“游美学务处”直接管辖，周自

齐任学堂监督。

“周自齐立志培养现代化的

人才。‘现代化’不仅是指理工

科，是综合的、各方面的。”在任

游美学务处总办和清华学堂监督期

间，他亲自主持选拔工作，选拔原

则是“宁缺勿滥”——学生的中文1909年第一期留美学生，坐者中间为周自齐（子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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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自齐（1871~1923）
京师同文馆，哥伦比亚大学

游美学务处总办，清华学堂第一任

监督，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 

要通达，身体要强壮，品行要纯正，家世要清白，

还不能有破相。经过考试和精心挑选，前后共选派

三批共180名留美学生。这些留美学生中很多人以

后都成了国家的栋梁，比如梅贻琦、赵元任、竺可

桢、胡适等。从选定校址、建校，到聘任教员、选

拔学生，周自齐费尽心血。筚路蓝缕，白手起家，

周自齐可说是对以后清华大学的赫赫盛名有开创之

功。

1914年8月15日，清华留美学生乘“中国号” 

轮船赴美。在赴美行程中，重修《清华同学会章

程》，章程确定 “清华学校留美同学会” 为正式

名称，周自齐被选举为其名誉会长之一。

周自齐一生经历颇丰，做过许多事情。从1896

年到1908年，周自齐有12年的外交生涯，担当过

古巴代办和驻美代办，除了为“退还”庚子赔款奔

走之外，也做过其他几件为人称道的事情——拟定

中古税则，维护了华商利益；为美国废除虐待华工

的条约积极奔走；1906年旧金山地震后带头募捐，

帮助受灾华侨度过危机等。他后来回国任职外务部

时，写了《外交讲义》，第一次总结了清政府自鸦

片战争以来68年的外交史。1912年周自齐离开清华

后从政，当过山东都督（即省长），曾官至北洋政

府国务总理，还曾代行民国大总统11天。

周自齐是最先透露“二十一条”的人。1915

年 ， 日 本 驻 华 公 使 向 袁 世 凯 提 出 臭 名 昭 著 的

“二十一条”，严重危及中国主权，还威胁不能泄

露给其他国家。当时担任总统特使的周自齐给英国

《泰晤士报》记者端纳发电报，以十分隐讳的方式

使其了解事态的严重性。端纳和许多人一样，认为

中国保全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事情公开以激起全

世界的反响，迫使日本人缩手。端纳和周自齐商定

了由端纳猜写、周自齐“划掉错的，保留对的”并

“暗示漏掉之处”的方法“凑”满了二十一条，

之后又在另一好友的帮助下获得了“二十一条”抄

本。《泰晤士报》全文刊出，北京的消息成为了世

界各国的头条。“周自齐的努力在争取各国舆论方

面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对

中国的侵略野心。”同年5月7日，日本就“二十一

条”发出最后通牒，逼迫中国接受。周自齐以北京

市商会的名义，将二十一条“泣告全国”，“五月

胡光麃（1897~1997）
清华学堂（1910~1914），

哈佛大学与MIT合办电机科（1919）

创启新机场、中国无线电业、华西兴

业、四川水泥、重庆电力、中国兴业

钢铁等厂，助益抗战、卓有功绩

著《大世纪观变集》六册 
周自齐婿
妻：周美岐

王光琦（1910~1986）
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1928~1933），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硕士

（1935） 

燕京大学任教，青岛金城、北平大

中、中国实业等银行任高职，中央

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副

研究员

胡光麃婿
妻：胡珉

陈适先（1933~）
清华大学航空系（1951入学，后转

入北京航空学院）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航空工

艺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锻压学会理事、旋压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
王光琦婿
妻：王丽生

闫长明（1964~）
清华大学化工系（1981~1989，应化

81，化工研86），加拿大渥太华大

学硕士、博士生（1992~1996）

加达国际商务投资咨询公司总裁，加

达资源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国欧美同

学会副会长，清华校友总会理事
陈适先婿
妻：陈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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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日本竟以武力为最后要求，强夺我之生命财

产。……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此身可

灭，此志不绝。特此哀电全国，挥泪泣告。”“永

存于世，告诫国人，勿忘国耻，誓报国仇。”

周自齐与清华结缘主要因其担任游美学务处

总办以及清华学堂监督。弱国乱世，在当时的社

会条件下，一介文人去关注教育、培养人才，对

此闫长明常有思索：“我总在想他当时创办清华

是怎样的心情和理念，怎么去培养这些人。因为

说实在的那时候有点朝不保夕，老百姓非常穷，

社会又很封闭，军阀混战。他严格说只是一个文

人，不是军阀，他是读过书的人，留洋十年又回

到中国政坛……”

作为后辈的我们，也只能凭借对其片断式

的了解揣想当年周公的心情——国弱、世乱，筚

路蓝缕，为什么要奔走争取赔款？为什么要坚持

培养现代化的人才？为什么发文泣告全国？19世

纪中叶的中国多灾多难，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洋务运动布新而未除旧，没有使中国走上富

强道路；先进之士在为民族求存亡的奋斗中，推

动着中国艰难前行。年少的周自齐即立志“假西

学以强中国”，他的留学和外交经历也使其在对

比中更能感受到祖国的落后、列强的欺凌，这一

切是否更加促使其寄希望于“培养现代化人才”

而救国家脱离被掳掠的境地？清华从创立之初，

就潜藏着“培植全才，增进国力”的梦想。“清

华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庚子赔款的民族耻辱

与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交织在一起，“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的呐喊就流淌在周自齐这样

清华创立者的血液当中。{早在1911年，清华学

堂初创时就提出“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

之方针”（《清华学堂章程》）。1914年，著名

学者梁启超莅校作《君子》为题的讲演，以“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学生，后被铸入校

徽，成为师生共同遵守的校训。}

矢志实业胡光麃
周自齐离开清华进入了北洋政府，他与清华

的缘分却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延续：他挑选了自

己喜欢的清华学生——胡光麃（音“标”）——

作为自己的女婿。

胡光麃是一位矢志实业救国的人士，这也与

他的清华出身和留洋经历有关。他是1910年清华

学堂选取的14名留洋的幼年生之一，于1919年

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合办之电机工程

科，成绩优异。毕业后在美国实习，十分景仰工

业家亨利·福特，立志效仿。从胡光麃友人为其

自传所作的序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他的作为—— 

“他胸怀壮志以振兴实业为己任。民九（1920

年）在上海首创中美合作的允元实业公司，从事

京郊门头沟周自齐墓。
此图中左侧华表今已看不到，据说已被相关部门收藏

周自齐修建了北京第一条水泥马路——东总

布胡同；任交通部总长时，他支持邮政总办加入

万国邮政联盟，标志着中国成为邮政主权国家；

任农商部总长时，他倡导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

节”。他成立了孔雀电影公司，计划经营发行外

国的影片，并拍摄中国的电影。他请人译制了

《莲花女》，是外国影片配上中文字幕的开端。

同时留下他自己1923年葬礼大典的记录——从东

总布胡同出发，场面巨大，有庞大的出殡队伍，

队伍中既有中国特色的和尚、道士、喇嘛，也有

西洋味十足的军乐团。经过前门的镜头还可以看

到边上卖东西的。沿途人的穿着打扮都被记录下

来，一直到他下葬门头沟。有人评说那是最早记

录中国风土人情的片子。如今周自齐的墓地周家

坟，已经成为门头沟文物保护单位。

周自齐的若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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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建设。民十一（1922年）加入唐山规模

宏大的启新洋灰公司。民十四（1925年）在天津

创设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因兼职于北宁铁路局，

数度进出东北，深觉日本庞大的侵略野心。民廿

“九一八”事变发生，乃决定回川创办实业，以

备抗战。” “……陆续成立钢铁、机器、水泥、

矿业、纺织、发电、制药、木材等企业，为四川

的工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对于日后抗战做了极大

的贡献。当政府决定将江南工业西迁，以利长期

抗战时，胡先生又发挥他的长才与热诚，四处奔

走协调，终能将大部分工厂迁徙入川，稳定了抗

战期间的工业基础。”

清华人实干救国、刚卓坚毅。这几个字用

以形容胡光麃是绝不为过的。胡光麃后来随国民

党到了台湾，他“在高雄创办扬子木材厂，……

四十三、四年间（1954-1955年），木材厂遭受

了打击，……胡先生因厂务停废，十年蹉跎，未

能展其抱负……他是一位坚强的斗士，在危疑震

撼中，依然对工程技术做更深的钻研，达到了一

年发明一物的记录。”他的友人在其自传序中这

样写道，“十年的磨折打击，不但没有使KP（光

麃）萎缩消沉，我反而看他站了起来，他的工厂

在毁坏，他的机器在腐蚀，他由原来的华厦，搬

到朽庐式的房子里去住，但他的人格却更光明，

从不怨天尤人……”“他惯引杜工部的两句诗做

他的口头禅‘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寒士尽欢

颜’，这是他的梦想，也是目的……”

胡光麃70岁时开始连载其一生充满传奇的

自传《波逐六十年》，自比“老兵不死，逐渐消

逝”却依然有“人生七十方开始”的乐观。《波

逐六十年》与其它五本（包括中国现代化历程、

所“交遇”的人物、影响中国的一百“洋客”

等）合为《大世纪观变集》，洋洋洒洒几百万

字，阅之而知中国20世纪的时局演变以及人物言

行、风格文采。

胡光麃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的6册书记

录、援引了众多人名和资料。很难想象在当时没

有网络的情况下，这些东西他是如何完成的。书

中也专门整理附录他一生往来众多国内外人物的

书信以及重要文件。在当时一篇《清华双周刊》

对于胡光麃的访谈中，记者写到胡光麃建议编辑

校史，“否则对于清华学堂及民国初年有关学校

的人、事、物就没有人来校审了。说完拿出一本

有关学校的小册子，指出错误的人名……”

胡光麃“一生矢志实业，抱定不求做大官，

但求做大事的宏愿。”从他自传的自序中，可以

瞥见他的大胸怀——“描述我所见所闻的国内外

人们在兴办实业的几个阶段里所做的努力，所遭

遇的困难和所形成重大的转变……以及我对今后

中外实业发展的一些拙见，使读者综合起来，易

于明了这六十多年来科学工业发达的概况和未来

时代的展望。果能因此引起一辈青年们对于科学

工业的兴趣，进而能运用他们的智慧和努力，配

合国家长期发展工业研究科学的政策……为人类

大众谋求安定与和平，那么这一篇时代性的真实

记载……或许不无一点小小考证价值吧。”

朴实恳切的言语、坚毅不懈的行为。矢志实

业，磨难不改其志，著文厚望来者。胡光麃用其一生

在践行清华人“行健自强”与“厚德载物”的精神。

胡光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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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跌宕王光琦

胡光麃长女胡珉，青年时代就读南开大学经

济系。胡珉是校篮球队员，年轻漂亮。一次在车

站的邂逅，使她与清华的学生王光琦展开了异地

恋情，于1936年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结婚。

王光琦的父亲王槐青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工商管理系。就读期间租住华

侨老师家并娶了其女赵兰子（1915早逝）。光

琦就是赵兰子所生，在家中排行第二，因大哥早

逝，故处于长兄位置。王光琦自幼聪明，谈吐得

体，受父亲宠爱。

王光琦19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经济系。

他也是校篮球队员，高大英俊，爱交朋友，同学都

称他“光琦二哥”。当时，清华宿舍是三人一间，

他的室友是乔冠华、荣高棠，二人都是地下党员。

他们三人关系极好。“一二·九运动”当天就是

王光琦用自行车把他们二人及胞弟王士光（即王光

杰，时在清华电机系就读）送到集合地点。

王光琦清华毕业后，便到美国宾西法尼亚

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国际金融系货币交换专业就

读，1935年毕业回国。他与胡珉订婚时，王家

已有些没落。据王光琦的大妹王光美（国家原

主席刘少奇的夫人）回忆，“胡珉的母亲到我们

家来相亲，我们家拿不出什么好的东西招待。他

们结婚的时候，从房子装修、家具购置到举行婚

礼，费用基本上都是胡家出的钱。”王光琦和胡

珉的婚礼是在位于南池子的欧美同学会院内举行

的。婚后，王光琦先到青岛金城银行外汇部当

主任，又在北平两家银行里当高级职员，还到

燕京大学任教。

抗日战争中，他们全家一路跋涉来到四川。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需

要一个懂经济的人。经胡光麃推荐，王光琦与

李宗仁相识。王光琦回京后继续在银行工作。同

时利用他和李宗仁的关系保护了一大批我党的地

下工作者。他的四妹王光和十七岁就参加革命，

和当时的地下工作者崔月犁、刘仁等都在王家老

宅——旧刑部街32号（建国十周年时捐献国家，

现民族文化宫地块）进行活动。王光和的手枪就

藏在二哥的床头柜里。地下党的频繁活动引起北

平行辕特务头子马汉三的注意并报告李宗仁。李

对他说：“共产党那么多你抓得完吗？”没让采

取行动。1953年，王光琦到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

所工作，利用他博学的国际金融知识为我国的金

融事业服务。

十年浩劫中，由于这些历史关系，王光琦

在刘少奇冤案中受株连，在秦城监狱关押八年，

出狱后又被发落到山西忻县三年，回京后已是年

老体衰，在一次去院子里提水时摔倒，卧病八年

后去世。他的六弟王光英（光大集团董事长）曾

说：“二哥是很好的企业管理和国际贸易专家，

想不到一场文革竟断送了一个国家既缺少又急需

的人才。”直到刘少奇平反昭雪，他才去掉莫须

有的罪名——“依据原来的假情报给王光琦同志

定罪，并说王是刘少奇同志派遣的，纯属政治陷

害。”（新华网：新华资料/中央文件）

据王光琦的后人回忆，王光琦在山西忻县

（今为忻州）的孤独日子里，在自己温饱难顾的

情况下，还将自己的毛毯，前后共四条都送给了

忻县人民医院的病人。“有人会想：学经济出身

的定是精明的生意人，可他心地却非常善良，要

说是一位慈善家还差不多。”厚德载物的君子品

格就彰显在王光琦的为人处事当中。

王光琦、胡珉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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