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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电视剧《水木清华》
○  本刊记者     黄   婧

为纪念清华大学建校百年制作的大型电视剧

《水木清华》2013年12月在中央电视台第八套

首播。

该剧共30集，讲述的是1911年自庚子赔款清

华创校开始到1937年抗战前，清华早期五位校

长：唐国安、周诒春、曹云祥、罗家伦、梅贻琦

在任时期的故事，以及蒋南翔的早期革命活动。

在学生中，则选择了闻一多、蒋南翔、钱伟长、

钱钟书等为代表。剧中涉及66位真实人物及其故

《水木清华》电视剧剧组人员

总 顾 问：刘冰、何东昌、高沂

总 监 制：胡和平

监     制：邓卫、叶宏开、向波涛

总 策 划：郭樑、尹鸿

艺术指导：张克澄

编       剧：漆丹

制 片 人：孙路

导       演：王晓明

何东昌（教育部原部长）：

早年清华不是革命学校，

不是抗大，要掌握一个原则是

“一四七”，即：抗战前在清

华的地下党员不到100人，西

南联大时期400人左右，解放

前夕700人上下，他们始终不是清华的主流，对清

华的走向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清华校长，不要因为梅贻琦、罗家伦去

了台湾就否定他们对清华建设的贡献。梅贻琦大

家比较熟悉，我就不说了，我要强调的是罗家伦

对清华的贡献是决定性的，没有罗家伦将清华转

为国立的贡献，也不会有梅贻琦后来的成就。

刘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主

任、党组书记）：

旧 清 华 的 历 史 我 不 如 何

东昌熟悉，你们主要听东昌同

志的。但清华的历史是一脉相

承，我支持你们把清华早年历

史告诉大家。

高沂（教育部原副部长、党组

原副书记）：

只要是宣传清华的事我

就支持。

事，展现了百年清华一步步走来的沧桑历程。

本刊记者就电视剧《水木清华》的创作缘由和拍

摄历程采访了几个主要人物和部分演员，广大校友读

者可以从中了解一些《水木清华》背后的故事。

剧中人物（右起）：冯友兰、梅贻琦、叶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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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郭老师，《水木清华》电视剧是清华校友献

给母校百年华诞的一份贺礼，清华校友总会在其中

都做了哪些工作？

郭樑：清华大学走过了充满奋斗

和沧桑的百年发展历程，也涌现

出很多值得铭记和敬佩的人物。

清华的历史由校友和他们的故事

组成，清华的文化也正是从这些

故事中体现出来。从校友会的角

度，我们一直在琢磨有没有可能将清华大学的辉煌

历史搬上荧屏，让更多的校友、更多的社会大众都

能进一步了解清华，并从中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拜访了不少校友，想听听大

家的想法，看看这件事是不是能做、该怎么做？在

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校友积极的反馈和大力

支持，这里深表感谢！随后，我又找到了大力支持

我们校友工作的孙路学长，经过多次沟通商榷，孙

学长慷慨地为我们制作这部电视剧提供了资金支

持，为保证电视剧的顺利制作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

后盾。可以说，没有校友们的大力支持，就没有这

部电视剧的诞生。

在制作这部电视剧的过程中，我们校友总会各

个部门也是全体动员，大家各行其职，为《水木清

华》的诞生做了很多默默无闻的支持工作。对我们

而言，服务校友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我们

的本职所在。希望这部电视剧能得到大家的喜欢。

记者：张老师，作为电视剧的艺术指导，您如何确

定《水木清华》的定位？

张克澄：我在清华园里长大，清华

园里的一草一木深植于我心中。在

海外学习生活二十多年，越发感到

清华学子无处不在，更想探究清华

何以成为培养人才的沃土。能有机

会回到国内向世人介绍清华的风

采，是我的荣幸。

在电视剧的筹拍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校友的支

持。清华校友总会的秘书长郭樑老师在得知这一计

划后率先鼓励我们，亲自组织论证会，请来22位专

业人士为我们出谋划策，为电视剧的筹备工作提出

了宝贵意见。

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我们邀请了三位顾问对本

剧提出意见。这三位顾问是刘冰、何东昌和高沂，电

视剧基本按这三位老领导的意见定位。尤其是何东昌

先生，对我们的剧本创作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

记者：孙路学长，这部剧哪里吸引了您，促使您加

入其中？

孙路：接到郭樑秘书长邀请参加

电视剧第一次座谈会时，我是怀

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赴会的。如此

厚重珍贵的清华史我们能做好

吗？但当大家的激情被点燃，当

作为一名清华教育培养的学子那

种对母校的感情之浓涌现时，我深感在清华百年华

诞之际，我唯一能为母校做的感恩之举就是参与到

本片的制作中来。国人当知国史，家人当知家世，

清华人更应当知道清华校史。清华之所以成为清

华，是多少前辈巨匠、大师和学子们用百年的时光

铸就而来的。能以影视作品的形式来展现百年清华

的历史、传承、精神、校训和前辈的风采，是作为

一名清华学子一生的光荣。感谢百年清华的精彩给

了我们创作的源泉，希望我们有限的能力可以为清

华百年历史留下一个小小的注解。

记者：漆丹老师，您之前并没有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

为什么会想到要写一部关于清华历史的电视剧呢？

漆丹：我曾担任过一段时间大学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中国

的高等教育存在很多问题，也因

此对中国以前的高等教育模式产

生了兴趣。西南联大时期是中国

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高峰，

我对西南联大的校史进行了深入研究。期间我发

现，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清华大学在

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再往前追溯，清华的

校史更让我大吃一惊。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清华的

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尊重和认同清华精

神。不管是从“国耻学校”的建立，还是历任校长

为建校和人才培养所做的工作，包括清华培养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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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位大师，他们的故事都让人肃然起敬。我觉得

应该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人和他们的精神。

记者：《水木清华》讲的是历史，这部剧对今天的

清华人有哪些现实意义？

张克澄：现在中国社会缺少一种信仰。在民国，社

会上有一些被人们认可的、向上的价值观。现在的

社会也有，但是比较分散。我们通过《水木清华》

讲清华的传统，是想把原有的好的价值取向告知大

家，以达到一种传承的目的。

具体到电视剧中所讲的这五位校长，他们的追

求始终是以“自强”这条线贯穿始终的，这是清华精

神中的闪光点。而且早期清华的科学管理比如西医体

检、重视体育、强调个人卫生等，都是当时开风气之

先的行为。这些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提倡的。

记者：王晓明导演，您在拍摄电视剧的过程中是否对

清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您眼中的清华是什么样的？

王晓明：我有幸执导了《水木清

华》电视剧，在拍摄过程中，我

重温了百年清华从逆境中奋起的

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这所百年

名校无处不在的正能量，感受到

莘莘学子的爱国之情。清华之所

以人才辈出，且借老校长梅贻琦

一言以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

大师之谓也。” 

记者：《水木清华》在央视播出之后，在观众中引

起了很大反响。该剧下一步的播出计划是什么？电

视剧还会进行后续拍摄吗？

张克澄：电视剧能得到观众们的肯定，我们非常欣

慰。央视播出之后，清华大学电视台即将播出，与

地方卫视台的播出事宜正在洽谈中，之后也会陆续

播出。我们也在计划将电视剧制作成光盘，方便喜

爱这部剧的观众们收藏。

目前拍摄播出的1911~1937年这一部分故事，只

是清华百年历史中的一部分，我们计划通过四部电视

剧，把清华的历史全部展现出来。第二部将讲述西南

联大的故事，目前剧本已经完成。

演员说：

马元（梅贻琦扮演者）：

我对清华的印象是来自家

中长辈们的议论和教导，可惜我

没能成为清华的校友。《水木清

华》电视剧给了我一个圆梦的机

会，我带着敬畏之心走进了梅贻

琦先生的世界。

郑国霖（周诒春扮演者）：

这是一部难得的没有狗血、

没有做作、源于历史、出于考证

的历史剧！

作为周诒春的扮演者我很幸运

能走进清华园，再现上世纪一二十

年代的清华风貌。工字厅、同方

部、清华学堂、体育馆、科技馆都

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就连正在为清华百年华诞而修缮

中的大礼堂都派上了用场，用作周诒春建造四大建筑

的建筑工地……我想说的是，这是一部有理想、有抱

负、有担当，充满了正能量的优秀剧目。

任泽巍（罗家伦扮演者）：

当我一拿到剧本，立即被

罗家伦这个角色吸引住了。一个

大学校长却是一派军人作风，这

太不可思议了，而历史却恰恰

如此，我欣然地投入其中，期待

“罗家伦”的再生。

夏铭浩（吴宓扮演者）：

我和吴宓同为陕西人，两

家相距不远，我知道陕西人的那

股拧劲和认真，吴宓先生在我心

中早已活了。有一场吴宓和众学

生洗澡的戏，我的胳膊上有一块

刺青，虽然热气缭绕不一定能看

清，但，万一呢？……不能破坏

前辈的形象，我悄悄地跑出去将刺青“洗”了个

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