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8辑

纪念清华校友总会成立百年

当我看到校友总会发布的纪念百年会

庆征文启事时，立刻想起在上海校友中受

人敬重的金兆骧先生。

1965年，我毕业分配到上海机电二局

（现上海航天局），在其下属的一个研究

所做航天产品设计。那个地方远离外滩，

位于郊区一处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依靠一

座新造的几十米长的水泥桥与外界相连，

交通十分不便。直到70年代末，从未参加

过任何校友活动。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1981年，当年正

值清华大学建校70周年。4月初,所里有同事

告诉我，上海校友即将在西藏中路上的淮

海大厦（原青年基督会）集会庆祝。这条

消息很快在校友中间传开了，大家在感叹

十年无奈的同时对校庆活动充满了期待。

那天，当我满头大汗地赶到

现场时，聚会早已开场。人山人

海的会场里洋溢着喜庆、热烈的

气氛，到处可以见到清华人会心

的微笑。“好久不见”的话语不

绝于耳。人们“畅叙水木清华之

友情，激励实现四化之壮志”。

在签到处填写资料时，突然看到

1959年北上进京到达前门站时首

次看到的清华大学校旗，亲切之

情顿时在心中升起，仿佛又置身

于久违的校园里。我听说母校预

霓虹不淡真颜色    岁月更新写春秋
——纪念校友总会成立百年暨怀念金兆骧先生

○邱国霖（1965自控）

参加清华中学讲座后，邱国霖（左）、凌吴彬
（右）与金兆骧学长（中）在校园内合影

吴大学文理学院和江南大学数理系、苏南

文教学院合并，筹建江苏师范学院。此

后，杨永清调往上海，任上海教育局高等

教育司顾问。到上海后患心脏病，休一个

月病假后感到难以恢复工作，遂申请退

休，并获批准。1956年3月，杨永清因高

血压和心脏病去世，终年65岁。

以人性品格的纯善，宗教信仰的坚

定，本职工作上的尽责，公益服务时的热

忱，面对复杂局面的睿智，身处危难环境

的稳健，杨永清先生称得上是一位榜样人

物了。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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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70周年校庆纪念章已经发完，自己竟

来晚了，非常遗憾。对这类佩饰物例如少

先队徽章、劳卫制等级运动员胸章，我向

来格外喜欢，将其视作个人不同时期的纪

念品。情急而无奈之下，我向会务组表

示：希望能补发一枚以了我愿。那天遇到

了同级同学、已在华东纺织学院（现东华

大学）任教多年的魏鹏霄老友。他在“文

革”中，白天照常上班，晚间坚持进行业

余翻译，把俄文原著《生产自动化》译成

中文。我俩是毕业后久别重逢，在一起回

顾了十几年来各自经历的风风雨雨，庆幸

那糟蹋知识的运动总算结束了。

怀着校庆活动带来的好心情，我回到

了自己的单位。有一天，一位陆姓的先生

打来电话，说校庆纪念章已经补来，让我

去取。这真是喜出望外！我来到上海电影

制片厂对面的某研究所，给我带来惊喜的

是陆章元学长（1960工物）。他端详着我

满脸的笑容，认真地关照我：这是同学会

里一位名叫金兆骧的总干事安排的。那是

我第一次听到金先生的大名。

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说明当时上海地区

校友活动的盛况。就说通讯录吧，1980年

由校友中的“老上海”们汇集了早期落户

上海的贤达名士371人，编制了可称新时

期第一版清华校友通讯录。1981年参加纪

念校庆70周年活动者逾600人。通过聚会

吸引并收集的校友资料，不断地扩充着。

1982年由上海校友联络处（筹）及时推出

第二版通讯录，内中收录校友达到1100

人。其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各项事业进

入蓬勃发展，因而也联系了更多的校友。

1986年，编印了第三版通讯录，录入校友

人数猛增至1800人。由于与之联系的校友

人数一路飙升，加上社会的发展，导致校

友情况出现很多变化。于是在1990年，上

海清华同学会顺应时代潮流，乘势重新排

出第四版通讯录，作为校庆80周年时献给

校友们的纪念品。录入通讯录里的校友人

数，从1980年的371人到1990年的2500人，

前后10年间翻了几番。看过通讯录的人知

道，每一位录入的校友资料细目中，除了

年级（毕业年限或入学年限）、姓名、系

别和工作单位外，还有繁琐的电话号码、

家庭住址和邮政编码。一般来说，一位校

友名下的资料中含有20—24个汉字，外加

13个数码。可以想像，2500人的数据汇集

和录入意味着何等巨大的工作量！

通讯录作为一种文字载体，给校友

活动提供了空前的便利。那时候，长期

偏处一隅的我们对上海本地的校友情况

一无所知。通讯录帮助大家互相了解和

横向联系，真是连接全市校友的纽带。

它的呈现，凝聚了各个年代的热心校友

的智慧和心血。每一期通讯录都由几十

位校友参与其中。在第二版通讯录编后

语中，校友联络处（筹）负责人、资深

学长张闻骏（1922）和雷兴翰（1930化

学）介绍编印通讯录情况时写道：“数

月来，金兆骧校友总揽其事。”随后列举

了参与编制活动的20位不同年代的校友姓

名。而巧说“总揽其事”真是对“总干

事”一职的绝妙诠释。也难怪补发纪念

章，他安排得那样周到。

在往后的校庆活动中，出于对前辈学

长的敬仰，我便主动去认识了在现场忙碌

的金先生，向他自报家门，说明来路。金

先生和蔼、平易，一派长者之风，给我

以极深的印象。他说，希望有更多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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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进来，依靠大家一起来传承。翻开第

二版通讯录，在1935届一栏，跃然纸上的

就有金兆骧，他毕业于外文系。而第四版

通讯录已然载明：金先生其时荣任上海清

华同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在我看

来，依毕业年限而论，他先于我30年，是

德高望重的老学长；依年龄而论，他长于

我30岁，是可亲可敬的父辈，自然应该尊

称他为金老。

金老热心为校友辛劳的身影深深地感

染了我。逐渐地，我对金老增加了些许认

识，同时对校友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发觉自己非常乐意听从金老的安排，按

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办事。得益于他的远见

卓识和丰富经验，事情常常会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有一对早年读过清华学校、接着放洋

留学、后来学成归国的伉俪学长，他们是

倪葆春（1919）和王淑贞（1918）。他俩

在上海医学界享有盛誉，当时已届耄耋之

年，常年在医院里养老。金老告诉我，倪

家早年有一处自建民宅，位于中山西路上

的一个集体单位里，眼下无力亲近，需要

有人去实地察看一番，看看什么状况，以

便告慰倪老先生。他委派我去勘察。在我

的心里，一方面感激金老对我的信任，另

一方面敬佩金老对长辈老人的关怀之心。

在骑自行车去的路上，暖风迎面吹来，传

承二字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每一代

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豁然开朗了，从

中体会到了一种别样的使命感。

1980年代初期，在复兴路茂名路口的

上海红星中学改名为上海清华中学，实现

了与清华结缘。为了促成这种转变，金老

呕心沥血，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虽然青光

眼顽疾影响了老人的出行，但他仍然坚持

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年事已高的他，

依然经常行走在由陕西南路他家去清华中

学的路上。他对我说，希望我们发挥航天

科技优势，为学校学生做一次科普宣传。

先辈之托，岂能却之，航天报国，义不容

辞。通过分析，我们决定将“科学普及”

和“励志育人”作为讲座的宗旨。经过一

番准备，我和研究所里的航天产品设计师

凌吴彬（1960机械）学长一同前往清华中

学。我担当“航天概论”开篇者，凌学长

扮演“航天总体”设计师，面对同学们求

知的目光，大力宣传航天知识，演绎自强

和奉献的时代内涵。后来，在上海儿童艺

术剧院召开的清华中学年度大会上，我受

到了光荣的礼遇，被引导到主席台就坐。

我心里很明白，这份荣幸也是金老的荣耀。

在上海落地的清华校友中不乏济济人

才，他们在各自从事的行业里，以不同的

姿态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而在同学会

（校友会）里，不论年代、专业，也不

论职务、地位，校友之间彼此视为四海兄

弟，互敬互重。即便是位高权重者，也要

谦虚谨慎做人。有一年校庆大会开幕前，

大会主持人宣读电话记录说：“朱镕基

（1951电机）同学因为临时公事在身，不

能前来参加。特此向大会请假，请同学们

谅解。”此话博得一片掌声，原来当时朱

学长已在市政府供职。而在上海欧美同学

会馆举行60年代校友联谊会时，寒风里匆

匆赶到的黄菊（1962电机），在入口处一

边签到，一边对接待人员说“对不起，我

来晚了”。不一会儿，黄学长的身影就淹没

在欢乐的人海里了。这也算是金老和他的同

学会同事们在上海营造的水木清华之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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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老对我辈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每

次有事联系时，除了寒暄和谈论事务以

外，他老人家总要询问我和家人的情况。

从他说话的语气和表情可以看出，这种关

注是发自内心的，绝非应景作派。倒是我

自己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不忍因此花费他

过多的时间。1990年代初期有了住宅电话

以后，金老还会不时打来电话。他对我辈

的业务成长和生活状况十分关心，常常为

我辈的进步而感到高兴，一句“名至实

归”是金老经常用来肯定和鼓励我辈的

话。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些情景今天回忆

起来，仍然非常令人感动。

有学校就会有校友。学校催生属于学

校的精神，校友呼唤属于校友的文化。校

友是母校的财富，清华的历史造就了传承

至今的清华精神，校友的才智形成了美誉

天下的校友文化。校友文化是清华精神在

社会上的再现和延续，从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到爱国奉献、献身社会，二者的关联

将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代代相传，以致

久远。

在前后十余年交往的日子里，金老以

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影响我的中年人生

的最重要的老学长。今年，当清华人纪念

校友总会成立百年的难忘时刻，我以真诚

之心，深情缅怀这位用几十年时间为上海

清华校友活动做出不朽奉献的长者。

水木清华，松柏长青，在2011年清华

大学百年华诞之际，我和爱人夏炎（北大

校友）有幸参加了由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办、校工会、校友总会、研究生工作部共

同主办的“百年校庆百对新人”集体婚礼

活动。在这个以“百年清华百年好合”为

题的集体婚礼活动上，我们同数百对新人

在清华师生的见证下誓约今生、永结同

心。虽然过去两年有余，但我们永远不会

忘记那个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在纪念校

友总会建会百年之际，也向母校，向全体

清华人表达我们最真诚的祝福！

百年清华百年好合

此次活动得到了清华大学的高度重

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担任主

婚人、党委书记胡和平教授致辞，党委常

务副书记陈旭、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主任

梅萌担任主持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衍

达、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贺美英教授等六

对德高望重的清华大学教授夫妇担任证婚

人，他们共同以数十载的风雨同舟诠释了

真正的白头偕老，同时也以他们的美满婚

姻为我们送上了最真切的祝福。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那天，我们在天真可爱的小花童引导

下，走过清华古色古香的二校门，踏着红

地毯，走向大礼堂。在师生、亲友的祝福

下，完成了“爱的承诺”每一个环节：

一次终生难忘的校友活动
○吴寅斐（2009级研，公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