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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感怀

联络校友 凝聚清华
——记大洋彼岸的鸿雁

○  徐友春（1970届）

体坛“黄牛”不老  
心系校友情深

1980年，正当《清华校友

通讯》复刊号即将开印之际，突

接纽约来鸿，内附一张《北美日

报》，刊登了盛赞1933届校友

黄中孚“一手牵回中美‘家人’

离失之情”的报道。黄中孚受母

校一学友之托，经十个月的多方

努力，几经周折终于为昆明施维

君女士找到了离失三十多年的美

籍姑母海伦。施女士的生父是二

战时驻昆的美国飞行员约翰·巴

巴杰克，1947年在华去世，其

母是中国人。这一佳事得成，黄

中孚功德非浅。

黄中孚（1909~2005），广

东梅县人。1928年考入清华大

学工学院，后转入新成立的地学

系。1933年毕业留校任体育助

教，1935年在马约翰教授的推

荐下前往美国麻州春田大学专攻

体育学，1936年获体育学士学

位，后回国任国立四川大学体育

部主任，西南联合大学体育部讲

师等职。1947年移居香港，转

而经营旅运事业达14年，在此

期间有机会与各国校友接触、联

系，是当地清华人消息和动态的

“灵通人士”。1965年迁美在

纽约市定居后，仍热心保持与各

地校友广泛联系，曾任纽约清华

同学会会长多年。校友们都亲热

地称呼他“黄牛”。

“ 黄 牛 ” 的 雅 号 ， 来 源

自1929届方恩绶在1929年春

母校周刊上的大作《春季运动

会花絮》，“……大一新生姓

黄名中孚，居然连中三元，三

跳（跳远、三级跳、撑杆跳）

第一，个人总分第一。体力超

群，荣获冠军。同时任足球校

队中坚，踢得两脚一头好球，

勇武精时。现众意应赐封‘黄

牛 ’ 世 袭 爵 位 …… ” ， 从 此

“中孚”的桂名寝息。他是美

洲 地 区 清 华 校 友 热 心 的 联 系

人，他说：“我这个‘黄牛’

足球可是踢不动了，但我愿意

一 辈 子 做 一 个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老黄牛’”。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

做的。

他积极地组织秩年活动，
1980年黄中孚（右一）、蒋南翔、荣高棠、刘达、林克等在清华大学第23届学生运动会
主席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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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地回母校参加校庆聚会。

1983年校庆，恰逢1933届毕业

五十周年喜庆，年逾古稀的“黄

牛”青春焕发，“牛劲”十足地

投入校庆活动。他打印了206封

庆贺信，寄给在世界各地的历届

校友，均获良好响应。接着，

便是一次次频繁的“水、陆、

空”旅行，一连串欢乐的聚会畅

谈。1992年，五级（1933届）

筹备庆祝毕业60周年，当时五

级健在的校友约60人，国内40

人，海外20人。筹备组约定国

内由尚传道、陈德君同学负责联

系，海外联络的任务由黄中孚、

黄仕林同学负责，定于1993年

4月母校校庆82周年时返校举行

庆祝活动。当时年已84岁高龄

的黄中孚不顾长途旅行的劳累，

从美国赶来和校友团聚。黄中孚

担任聚会活动的司仪并作了热情

洋溢的发言。到会虽然只有14

人，但大家畅叙离别之情，洋溢

着一片喜庆气氛。1999年校庆

日，他和孙增爵夫妇一起，远渡

重洋，从美国回到母校，庆祝

1933届校友入学70周年。那年

他已经90岁了。

1984年他专程回国欢度校

庆。4月24日他在北京清华园欢

庆校庆；5月1日在台湾新竹清

华大学参加校庆活动；8日又到

香港参加校庆聚会；13~23日在

泰国曼谷探亲期间与两位1933

届校友欢聚；28日又回国到昆

明，专访阔别三十八年的西南联

大旧址，瞻仰了闻一多先生墓及

冯友兰撰书的联大纪念碑文，

同五十余位1929~1930届在滇校

友聚会。6月间，在成都四川大

学，他与三十位校友欢聚，他们

欣然采纳了“黄牛”的建议，准

备筹建成都校友联络组织。在重

庆西南师范学院，他与教育学博

士张敖荣（1928届）畅叙。在武

汉水利学院，他与十六位校友聚

会。在南京期间，他住在刘汉

（1934届）家，也见到了十余位

校友。6月18日，上海校友也热

忱地欢迎了“黄牛”，1933届

及三十年代的校友十九人在著名

的“老人和”饭店宴请他。19

日，四十年代校友三十人在上海

市政协邀他茶叙。21日，二十

至八十年代校友三十余人与他茶

叙。三次聚会气氛都十分热烈，

洋溢着“同根生”的深情厚谊。

校友们交口称赞说：“还是‘牛

劲’不减当年啊！”谈及这次回

国欢度校庆，黄老津津有味地

说：“这次欢度校庆，对我真是

莫大的快乐和享受。” “我如

此热衷于校庆活动，为的是让校

友们互知动态，保持情谊，也为

了继承发扬清华的‘自强不息’

精神”。

2000年，黄中孚在北京参

加了母校89周年校庆活动后，

归途中到上海看望了老校友及

已故老校友的夫人。他向老校

友讲述了在清华园参加校庆活

动 的 情 况 。 大 家 称 赞 他 以 9 2

岁的高龄独个来往于中美之间

跨越太平洋的体力和勇气，他

说这就要归功于母校和恩师马

约翰的培养。这一年，他风尘

仆仆，跑遍了半个地球。6月

初驾临美国西雅图访问，6月

3日，几位校友在此相聚，十

分愉快。7月9日，又赴巴西，

为1933届92岁的老校友迟镜海

祝寿。他深情地说：“同学会

之责任在联系各地校友，照顾

他们的生活。如某校友不幸逝

世，其配偶及子女亦应视同校

友，予以妥善照顾之。”

《清华校友通讯》经常有

他行踪的报道：

1983年，黄中孚先生自美

返国观光，亦曾在昆明小做逗

留，联大校友多人闻讯前往旅

邸访晤。

黄中孚校友于1985年8月下

旬第三次路经广州。他是广州

校友会的奠基人。黄老第一次

回国经广州前，事先来信指定

要在广州会见几位老同学，因

而被指名的就串联起来开了一

个小会，会上又扩大了参加欢

迎的同学，形成了一个未具体

化的校友会。黄老来到后，带

来了美国、香港等地的校友录

及情况动态，为与会与未邀请

到的同学们所关心，感叹有组

织广州清华校友会的必要。开

始时校友不过三十多人，多为

老清华及联大同学，经过几年

活动，目前（指到1985年）已

有会员校友八百人，会员范围

也遍及全省了。广州清华同学

会于8月26日为黄老举行宴会，

会上唱校歌，讲校友趣闻逸

事，欢呼“啦啦”，照相留念

等，既热闹而又情趣高昂。

1992年10月20日至28日，

黄中孚老学长在上海与老校友

欢聚，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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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友通讯》上还经

常发表他的专栏。

1983年复8期上刊登的《黄

牛专栏》，报道了美国纽约、

新泽西州、马里兰州、路易斯

安娜州、宾州匹兹堡市，加拿

大温哥华、德国、台湾等地34

位校友的信息。

1986年复13期上刊登的

《海外的先行者》，报道了37

位校友的信息。

1989年复20期上刊登的

《黄牛专栏》，报道了美国、

加拿大、香港、广州、南京、

北京、上海等四十余位校友的

信息。……

2005年2月10日，黄中孚

在泰国曼谷仙逝，享年97岁。

清华校友总会向黄老的女儿黄

西林女士发了唁函，并以清华

大学和清华校友总会的名义向

黄老学长敬献了花圈。

正如唁函中所说：“黄老

学长一生坦荡、正直；热爱祖

国，热爱清华。在校庆日时多

次回北京参加校庆聚会，努力

加强海外清华校友联络，在校

友聚会上宣传清华精神，其精

神为众清华校友所钦佩。我们

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但他的精神将在清华永存。”

获“特别荣誉奖”
实是众望所归

为了表彰孙增爵学长在校

友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清华

校友总会在2006年向他颁发了

“校友工作特别荣誉奖”（共

四名，其中海外两名）。在众

多校友中孙老获此殊荣，实在

是众望所归。

孙增爵(1912~2007)，浙江

杭州人，1929年从现名为“杭

州高级中学”的学校毕业，考

入清华。1933年在清华化学系

毕业后，考上了清华留美公费

生，1934~1938年在麻省理工学

院化工系先后取得硕士、博士学

位，后成为当时极为难得的MIT

第一届A. D. Little 博士后研究

人员。后回国，在后方从事支持

抗日的研究工作。曾在孙老领导

下的彭少逸院士回忆说，他在

1941年到重庆动力油料厂研究

室工作，当时的室主任孙增爵先

生（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美国

MIT博士）对研究工作中的创新

问题十分重视，积极倡导新观

点、新方法。当时处在抗日战争

时期，条件非常艰苦，即使在那

种条件下，在孙老的领导下，他

们仍然完成了很多开创性的研

究。1944年孙老应邀赴美加入

MIT辐射实验室，从事与抗日战

争密切相关的研究项目。二次大

战结束以后，他转入美国精细化

工等工业部门从事研究及高层管

理工作，1977年退休。他在专

业领域很有建树，拥有57项专

利。孙增爵长期以来热心校友的

联络工作，他在1979~1983年间

担任过纽约清华同学会会长，后

又任该会董事、董事长。他待人

真诚热情、办事认真负责，他的

崇高品质、资深的经历和出色的

组织能力在校友中享有很高威

望。长期以来他为促进母校和在

美国清华校友的联系、推动清华

和美国相关高校等的合作做了大

量工作。

1983年以后，孙增爵几乎

每年都在校庆前后来学校住上几

天，看看学校和北京的变化，积

极参加他们级友的返校聚会和

校庆有关活动。1933年毕业的

五级学长们在校时就以“包藏

着活跃的生命，拥有许多杰出人

才”而著称，孙增爵本人也曾是

《清华周刊》的编辑。毕业后更

是涌现了一大批像赵九章、王竹

溪、吴祖襄（组缃）、万家宝

（曹禺）、钱钟书、程裕淇、张

民觉、乔冠华、夏勤铎等等国内

外知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史学

家、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为

民族的强盛、国家的兴旺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从1983年毕业

50周年返校举行活动开始，他

们在20余年间，每年组织同级

级友回母校聚会，毕业或入学

逢五、逢十的年份，还编辑纪

念册、制作纪念品。这样一批

年逾古稀、耄耋的老学长，20黄中孚学长2001年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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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难能可贵地坚持下来，在

很长时间内成为清华校庆活动

的一个亮点，生动地反映了老

学长们热爱母校的深厚感情。

孙增爵是这个活动的积极参与

者，差不多每年都和夫人张鸣

冬女士不远万里，不顾年迈回

来参加有关的活动。2006年9月

16日，年已94岁高龄的孙老携

夫人张鸣冬专程回杭州参加了清

华大学浙江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

的成立大会。

清华大学原校长张孝文回

忆说：“我和孙增爵先生第一

次见面还是在80年代初我在化

工系时，参加我们系主任汪家

鼎教授接待他的来访。汪先生

在1944~1945年也在麻省理工学

院化工系，取得硕士学位，在

MIT他们都师从美国化学工程

界先驱者、被誉为化学工程之

父的刘易斯（W. K. Lewis）教

授。所以孙先生和汪先生还多

了这样一层师兄弟关系，改革

开放之初我有机会参与他们在

清华园的相聚，他留给我那宽

厚谦和，平易近人长者的印象

至今难忘。”

张 校 长 说 ： “ 1 9 8 5 年 后

我开始做学校领导工作，每逢

校庆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增多

了。和他交谈能感受到他热爱

中华、热爱清华的真诚情怀，

经受生动实际的清华优良传统

的教育。他虽然身居异邦，远

在万里以外，但是一直关心着

清华点点滴滴的消息，尤其是

非常关心清华在建设‘世界第

一流大学’进程中的发展和变

化，积极向学校提出

他的看法和建议。他

认为：‘大学是培植

人才的机构，学校教

授与学生的才华和表

现应该是衡量一个大

学的主要标准。’他

积 极 推 动 在 美 校 友

对学校的捐赠，自己

也多次为母校捐款设

立奖学金。2000年

他还把他们夫妇珍藏

多 年 十 分 宝 贵 的 中

国国画大师徐悲鸿的画作‘食

草马’通过清华北美教育基金

会赠给了学校，表达了他们诚

挚的爱校之情。他利用校庆期

间返校的机会，积极参加奖学

金发放等活动，鼓励在校学生

继承清华优良的传统，努力学

习，准备为民族的强盛和国家

的兴旺做贡献”。

纽约清华同学会在上世纪

40到70年代间，是一个友谊

交际的团体，每年在校庆时举

行年会聚餐，多年来由1933届

的学长黄中孚（“黄牛”）召

集。1980年初，在当时任清

华同学会会长的孙增爵与秘书

崔兴亚（1936届）等人的推动

下，筹划将同学会变成有法律

地位的组织。由担任律师的杨

镇邦（1936届）经手，向纽约

州政府注册，作为一家非营利

性公司，于1980年4月27日年

会时，正式宣告成立。注册完

成后，同学会又向美国联邦政

府税务局申请获取免税地位，

以便校友或其他人士经同学会

向清华大学赠款时有减税的权

益。到1980年12月，在母校

70周年之前终于得到核准。办

理此事，相当费时、费力、费

钱，没有孙增爵他们执着的努

力是很难成功的。

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5

月，学校第一次组织由刘达校

长率领、高景德等10位领导和

教授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美国。

以孙增爵为首的纽约清华同学

会作为代表团在纽约访问的东

道主，多方联络，精心安排，

使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孙增爵

还专门组织邀请代表团成员分

别到他和一些清华校友家过周

末，大大加深了母校代表团和

校友们之间的感情。

尊 敬 的 老 学 长 于 2 0 0 7年

11月29日上午在纽约逝世。他

“期盼清华校友们能为学校和

国家做更多贡献”的愿望，我

们应尽力去实现。

在纪念清华校友总会成立

一百周年的今天，我们永远怀

念这些大洋彼岸的鸿雁。

2004年校庆日张孝文、张克鋐夫妇（左）与孙增爵、张鸣冬夫妇
（右）于工字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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