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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清华校友总会成立百年

清华校友总会的前身是清华学校留美

同学会和清华同学会总会，2013 年是清

华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在清华校友总

会百年历史中有四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特

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勾勒出清华校友总会

的光辉历程。

一、三个纪念日把清华校友总
会百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13 年 6 月 29 日： 清 华 校 友 总

会的生日

1913 年 6 月 29 日是清华学校留美同

学会成立的日子，是清华校友总会的历史

原点。

1914 年 8 月 出 版 的《TSING HUA 

ANNUAL 1914》（清华年刊 1914）记录

了 1913 年 5 月至 1914 年 4 月清华学校的

重要活动，“JUNE 29. Formation of Tsing 

Hua Alumni Association”（1913 年 6 月

29 日，清华同学会成立）。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成立于

1911 年。1912 年 6 月，清华学堂的首届

毕业生毕业，称为 1912 级，共 16 人。毕

业后本应赴美留学，但因当时学校经费紧

张，只能滞留学校和 1913 级共同学习，

称为 1912 级继续班。到了 1913 年 6 月，

1913 级共 43 人毕业。1913 年 6 月 29 日，

1912 级继续班和 1913 级两届毕业生共 59

人在母校发起成立清华同学会，选举杨永

清为会长。①一所学校，头两届毕业生（实

为一届）一毕业就发起成立校友会，在中

外大学校友会历史上并不多见。

1914 年 8 月 15 日，清华留美学生由

周诒春护送乘“中国号” 轮船赴美。这

批留美学生包括：1911 年 10 月选拔的中

等科学生 10 人，1913 年和 1914 年两级

高等科毕业生，1914 年公开考录的女生 9

人（1912 继续班已于 1913 年 8 月 2 日先

行赴美）。在赴美行程中，重修《清华同

学会章程》，章程中确定的正式名称为“清

华学校留美同学会”（但在学校仍多称“清

华同学会”），选举周自齐、范源濂为名

誉会长，周诒春为名誉会员，杨永清为会

长。①、②

1915 年夏在美国成立留美同学会总会

执行部，同年 8 月 29 日在康奈克省密特

尔城之威斯林大学成立东部支会，9 月 11

日在意利诺爱万斯顿之西北大学成立西部

支会。此后，美国各地，如芝加哥、威斯

康辛、纽约、费城等地先后成立支会。③

到 1920 年，回国的同学逐渐增多，

又在国内设立北京支会、上海支会。后来

四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纪念清华校友总会百年华诞，《清华校友通讯》创刊 8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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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成立的有南华（港粤）、南京、武汉、

奉天等支会。总会仍设在美国。

1923 年 8 月 1 日，促成母校设同学

会干事一人 , 由蔡竞平教授担任，任务是

编制同学录，筹设新支会及全国总会，将

校中情况时常告诸同学等。

1924 年，曹云祥担任校长，成立“同

学干事会”，是校内行政机构之一。

1927 年，由华北支会发起，募捐购

房于北平骑河楼 39 号，创建清华同学会

会所。同年，同学会干事移此办公。捐款

购房创建清华同学会会所是校友会历史上

的一大创举。④

1927 年，留美同学会总会诸同学鉴

于旅美同学人数日少，国内同学人数日多，

提议将总会移回国内，总会推定蔡竞平等

3 人修改会章，以便总会移回国内的计划

早日实现。此项修正章程于 1928 年经多

数同学投票通过，设在美国的总会随即改

组为旅美支部，但在国内设立总会一事尚

未完成。⑤

这一阶段（1913 － 1933）可以称为

清华校友总会的初始阶段，前后经历 20

年。初始阶段是清华校友总会成立初期阶

段，校友工作处于探索阶段。校友人数从

最初的 59 人，发展到 1933 年的 3000 余人。

校友工作主要是编制通讯录，校庆聚会，

联络校友感情，向国家建设和母校发展建

言献策、捐款等项活动。各地校友会纷纷

成立，先是在美国各地，随着回国人数日

渐增多，在国内各地成立的校友会越来越

多。与此同时总会从美国移至国内的呼声

越来越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清华学子自

始至终的爱国情怀，早在 1917 年《清华

周刊》中文章写道：“清华同学会何会也？

砥行励学，卧薪尝胆，将为吾国树才之会

也。”1925 年刊登在《清华周刊》上的《留

美同学会会歌》中写道：“太平洋，万里

水茫茫，遥望祖国兮志飞扬。黄帝子孙，

本是神明种，四千余年文化何堂皇。锦绣

河山，今胡为百孔千疮，愿大家奋起把丑

虏扫荡。发挥我使命，传播我荣光。”⑥

爱国精神光照日月，“爱国、爱校、互助”

清华校友文化雏形逐渐显现。

1933 年 10 月 29 日，清华同学会总

部在母校成立，标志清华学校留美同学会

阶段结束。

2．1933 年 10 月 29 日：清华同学会

总部从美国正式移至国内

1933 年 10 月 29 日，“ 清 华 同 学 会

总会董事会”在北平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

所成立，总会设于母校，选举校长梅贻琦

为会长兼总干事，周诒春为名誉会长，章

1923 年清华同学会合影（原载 1924 年
刊，扫描自新竹清华《清华校友通讯》新 12 期，
1965 年 4 月）。前排左起：杨光弼、张彭春、
曹云祥、蔡竞平、梅贻琦；后排左起：王芳荃、
章寅、梁传玲、余日宣、陆懋德、李宝鎏、徐
志芗、陈达、凌达扬、江之泳、罗邦杰、曹霖
生、徐志诚、戴志骞、庄泽宣、周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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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善为书记，戴志骞为会计。⑦总会以“增

进母校利益，联络会员友谊，提倡互助精

神”为宗旨开展工作。自此，在任校长担

任校友总会会长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总会成立后，即与各支会接洽，至

1934 年 4 月举行第二次董事会时，已与

上海、北平、天津等 12 处支会取得联系。

至 1937 年，国内已有 19 个支会，海外也

有美国、英国、日本等地 7 个支会。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南迁长

沙、昆明，正常校友活动受到严重干扰。

在抗战的大环境下，清华同学会做了大量

工作：创办清华中学，以解决教育之急需，

1939 年 3 月 1 日《清华校友通讯》刊登

清华同学会总会通告， “通告全体校友，

请对同学现已创办之贵阳、成都、重庆三

处清华中学尽力协助其发展”； 广大校

友关心国事，忧国忧民，积极参加抗战，

“为国捐躯者为数甚多”，同学会征求抗

战中为国死难同学事迹，“以彰伟烈，以

慰英魂”；为建国建言献策；为母校捐款，

资助贫寒学子以及发起募捐以抚育校友遗

孤之义举等。

1939 年 2 月 8 日在昆明举行清华园

校景影展，校友沈刚如为影展撰写的一篇

短文最能代表此时广大校友心情：“自昨

岁七月，北平沦陷，我校由保管而被强占，

同人先后离校，中间忽忽一年余矣。此一

年中，战事扩大及于全国，我校已由平迁

湘，由湘而滇，廿余年来经之营之之清华

园，竟为敌人占作驻兵豢马之所，言念及

此，能不黯然！若而馆舍，若而池塘，稍

一凝思，均萦梦想。当兹新年佳节，在此

西南边陲，集我校友欢聚一堂之日，爰将

我校风景片公开展览，故园在望，宜切同

仇敌忾之心，河山还我，幸遂早晚归来之

愿。”⑧爱国之情、忧国之心激荡难平，

令人动容。

《清华校友通讯》自 1934 年 1 月创

刊以后，由于抗日战争而中断，1939 年

1 月在重庆清华中学复刊，又于 1940 年

9 月移至昆明清华大学办事处出版，1946

年复员后回到母校出版，清华园解放后，

1950 年 4 月 29 日，出版解放后第二期之

后停刊，清华同学会总会阶段“宣告”结束。

此后，尽管海内外清华校友活动从未

中断，中国内地作为清华校友会组织已经

中止活动。1979 年 3 月 27 日，校务委员

会决定恢复校庆，是清华校友工作中断近

30 年后恢复的标志。

3．1981 年 7 月 6 日：清华校友工作

的新起点

1981 年 7 月 6 日，清华校友总会理

事会首届理事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母校召

开，清华校友总会正式成立，时任校长刘

达任会长。

这一时期正处于“文革”结束后新的历

史时期，清华校友工作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

伴随国家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发展。这

一时期是清华校友工作发展的最好时期，

“联络校友、服务校友、服务母校人才培

养工作”的理念越来越清晰，校友联络越

来越广泛，校友活动越来越丰富，校友工

作越来越规范，对母校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海内外清华校友组织纷纷恢复或建

立，至 2012 年底，国内已有清华校友会

组织 140 个，覆盖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在海外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

德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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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 13

个国家建立了 51 个清华校友组织。

校友总会理事会和校友工作会议。从

1981 年 7 月 6 日清华校友总会第一届理

事会开始，历经七届理事会。理事会会长

均由在任校长担任，历任会长是刘达、高

景德、张孝文、王大中、顾秉林、陈吉宁。

历任秘书长（总干事）是何介人、吕森、

承宪康、刘敏文、郭樑。1988 年 3 月 29 日，

为加强校友总会和各地校友会的联系，总

会在母校举行“校友联络座谈会”，2003

年起更名为“清华大学校友工作会议”，

2013 年 7 月 21 日，清华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纪念大会暨清华大学第十六次校友工

作会议在母校蒙民伟音乐厅隆重举行，自

此清华校友工作踏上新百年的征程。

三维度广泛联系校友。校友联络是开

展校友工作的基础。最初校友联系方式主

要是以年级和地区校友会为基础，通过校

庆值年校友返校联络校友，2009 年 7 月

开始实行校友“年级理事”制度，设年级

理事和班级联络员，使得校友联系更加广

泛和落实。从 2003 年开始，陆续成立互

联网与新媒体、新闻传播、保险、投资、

房地产、汽车、水利、半导体、风电、环

境、公共管理和 MBA 等 19 个行业协会，

形成按年级、地区和行业三维度立体校友

网络。目前校友联络率已达 80％以上，

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

全心全意为校友服务。2003 年 11 月，

校友总会章程中首次把“服务广大校友”

作为校友总会宗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校友工作不断创新，已经形成比较完

整的服务校友工作体系。

办好“两刊一网”，为校友提供资讯

交流平台。《清华校友通讯》（半年刊）

历史悠久，史料价值高，目前发行量达 3

万册。《水木清华》（月刊）创刊十年，

报道母校动态，展示校友风采，目前发行

量达 6 万册。“清华校友网”提供快捷、

权威的海内外清华校友信息，网上班级社

区近 5000 个，校友们可以在网上校友社

区互动交流。校友免费邮箱系统，用户已

达 7 万人。还有针对海外校友编辑出版电

子月刊《清舞飞洋》。“两刊一网”成为

联络校友感情、弘扬清华精神的重要载体，

被校友誉为“精神家园”。

开展各类活动，搭建校友情感交流、

事业发展和终生学习的平台。针对不同年

龄段的校友，组织各类特色活动。对于老

年校友，以情感交流和人文关怀为主；对

于中青年校友，定位于助推事业发展。组

织值年校友校庆返校活动，组建行业协会

和兴趣协会，举办行业论坛、主题沙龙，

组织海外校友回国到地方考察、观摩校友

企业等，促进了校友事业发展。在清华校

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清华

校友学堂”启动。“清华校友学堂”是清

华校友总会牵头创建的面向清华校友的终

身学习服务平台，集在线学习、咨询服务、

网络社交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是献给广大

校友最新的厚礼。

整合社会优质资源，为校友提供特色

服务平台。与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合

作，面向校友发行校友信用卡。除了正常

的金融功能以外，还有校内身份识别功

能，可以享受校园图书阅览等服务项目。

校友可以通过信用卡进行年度捐款，银行

方面从其收益部分提取部分金额作为年度

捐款，提高了校友对母校的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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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母校人才培养。校友是学校最宝

贵的资源，校友总会努力把校友资源转变

为文化传承、助困励学、就业引导和教育

研究的资源，为母校人才培养服务。

2002 年校友总会提出“校友育人”

的理念，要求“校友工作要融入学校人才

培养主流”。从 2003 年起，在本科生、

研究生每年三次毕业典礼上邀请杰出校友

演讲，对即将毕业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4 年以来，坚持每年利用校庆开

展校友问卷调查 , 了解校友对学校人才培

养各个环节的反馈意见和校友的事业发

展状况，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决策

参考。

校友励学金工程是清华校友总会的一

大创举。2006 年 1 月发起以“助困励学，

爱校育人”为宗旨的“校友励学金”工程。

“校友励学金”的建立，使“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体系”更加完善，基本解决了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学习、生活方面的负

担和压力，实现了历代清华校友资助贫寒

学子的愿望。截至 2012 年底，励学金冠

名项总数 361 项，25 000 多名校友参与捐

款，筹款总额 9837 万元，受助学生 6927

人次，发放金额 3386 万元，占全校本科

生资助额度的三分之一以上。校友捐款率

是校友对母校认同度的指标，目前校友年

度捐款率已达 45％，跻身于世界一流大

学的行列。

2013 年 1 月，清华校友总会被国家

民政部评为全国性联合类社团评估 4A 等

级，是国家对清华校友工作的肯定和褒奖，

也是送给清华校友总会百年诞辰最好的贺

礼。

二、1934 年 1 月 1 日：《 清
华校友通讯》创刊

1934 年 1 月 1 日，《清华校友通讯》

的前身《清华同学会总会校友通讯》创刊，

是清华校友总会百年历史上第四个值得纪

念的日子。即将到来的 2014 年 1 月 1 日

是《清华校友通讯》80 岁生日。

一个刊物历经 80 年，几经战乱沧桑，

一直延续至今，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并不

多见，在中国大学校友刊物中更是十分罕

见。《清华校友通讯》是我国历史最为悠

久的校友刊物之一，已经成为研究清华校

友工作历史乃至中国教育史不可多得的宝

贵史料。《清华校友通讯》具有怎样的历

史地位？

她是清华校友工作的史册。梅贻琦校

长在《清华同学会总会校友通讯》创刊辞

上说：“此期《校友通讯》是二十余年清

华出校同学可用以专作大家互通声气的期

刊的第一种。它的使命当然是很重要的；

它的前途一定是很长久远大的；但是它的

发端不妨先从简单质朴方面做起。……总

期望着以后可以逐月逐年的进步，随着本

会的前途一同发展。”⑤ 80 年来，《清华

校友通讯》以强大的生命力在艰难的环境

中成长，与清华校友总会共同发展、壮大，

一同兴旺，展现出长久远大的前途，完全

证实和兑现了老会长梅贻琦的预言和希望。

为庆祝清华校友总会百年华诞，清华

校友总会决定出版《清华校友总会史料

选编》。为收集清华校友总会史料，2013

年 4 月 3 日，《清华校友通讯》主编孙哲、

副主编黄文辉、解红岩三人赴国家图书馆

查阅民国时期《清华校友通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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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考证，《清华校友通讯》1934 年 1 月 1

日创刊至 1948 年清华园解放，共出版 58

期，国家图书馆竟珍藏了 58 期中的 44 期，

让我们感到惊奇和喜出望外。

清华园解放后出版过两期，分别在

1949 年 4 月 24 日和 1950 年 4 月 29 日，

此后停刊。

1980 年 4 月，《清华校友通讯》复刊，

至今已出版 68 期，她是最早由国家新闻

出版署正式批准在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校友

刊物。

《清华校友通讯》跨越清华同学会

总会和清华校友总会两个重要的历史阶

段，覆盖清华校友总会百年历史的 51 年

（1951 － 1979 中 断 29 年 不 计）。《 清

华校友总会史料选编》中收集 660 条目，

其中有 444 条引自《清华校友通讯》，占

条目总数的 67％，其他条目引自清华大

学档案、清华大学校史资料、《清华年刊》、

《清华周刊》、《清华大学校刊》、《清

华大学一百年》等。

《清华校友通讯》是清华校友总会的

百科全书。她记载了清华大学和清华校友

总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重要文稿，

内容非常丰富。清华大学编辑出版的纪念

文集，如《世纪清华》（1 － 4 册），《春

风化雨——百名校友忆清华》等完全源自

《清华校友通讯》，清华各院系系庆、院

庆的纪念文集很多文章源自《清华校友通

讯》，在清华各类校史、档案资料中《清

华校友通讯》具有很高的引用率，她在清

华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清华校友通讯》是研究清华大学和

清华校友总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不仅在清

华校友中而且在社会各界享有盛誉，中国国

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多家国内图书馆收

藏，与国内多所大学（包括台湾新竹清华大

学等）有交流，美国康奈尔大学等大学是她

的永久订户，在海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

她是清华校友文化的摇篮的载体。文

化泛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百年来清华

校友总会都做了什么事情？早在1934年，

《清华校友通讯》最早的编辑傅任敢先生

（1929，教育心理）做了精辟的概括，他

说：“（清华同学会）积极方面的功用不

外下列四点，第一是大家联合起来，为国

家社会多做贡献。第二是大家联合起来，

为母校尽点助力。第三是校友间彼此互助，

以期事业上和学业上的进步。第四是帮助

在校同学，予以各种动力。”⑨这四点概

括了清华校友总会的全部实践，至今仍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清华校友文化就是在

这种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2010 年 3 月，在纪念《清华校友通讯》

复刊 30 周年座谈会上我把清华校友文化

概括为“爱国、爱校、互助”，或者“爱

国奉献、爱校感恩、团结互助”，正是《清

华校友通讯》提供了校友交流的平台。在

这个平台上抒发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抒

发对母校和老师培育之恩的感激和眷恋之

情；抒发亲如手足的校友情谊和事业发展

成功的喜悦。《清华校友通讯》促进了清

华校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清华校友文

化的摇篮和载体。

清华校友的精神家园。《清华校友通

讯》以“传播母校信息，报道校友业绩，

联络校友感情，弘扬清华精神”为宗旨，

作桥梁和纽带，清华人自己搭台，讲自己

的故事，自编自导自演，其乐融融，被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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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华校友誉为“精神家园”。

什么是精神家园呢？听听校友怎么

说：

梅贻琦校长说过：“为友谊的关系。

少年的往事是最堪回味的，学校师友的感

情是最真挚的。五伦之中，朋友一伦最可

宝贵；而好友也最难得。同学师友之间因

为相处很久，了解自然真切；彼此真诚相

待，友谊自然深挚。一旦离开学校，好友

星散，回首往事，能不黯然？古人说的‘悲

莫悲兮生别离’，用在同校师友的分手，

真是一点不错。数百好友，重聚一堂，事

实无此可能，人生无此幸福。但是我们有

个补救的方法：我们不能接着好友的言

谈，我们却可听到好友的消息；我们彼此

不能面接，我们彼此却可笔谈。我想这该

是同学会与校友通讯的一大使命。”⑤

诺贝尔奖获得者、1942 级校友杨振

宁先生说：“很多年了我都收到《清华校

友通讯》，从那上面我得到了很多关于老

同学的信息，我发现校友会做了大量的工

作。”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原社长张绍溥学

长（1963 工化）说：“我在美丽的清华

园度过了生命中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是

母校培养了我，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充满了

爱，对谆谆教诲我的师长充满了尊敬和感

恩，对六年同窗怀着永远的眷恋。所有这

些感情都可以在阅读《校友通讯》时得到

释放，得到寄托。《校友通讯》岂止是一

本好刊物，对我来说她更是以文字载体形

式存在于我身边的亲密朋友。”

新华社原副社长徐锡安（1968 土建）

说：“《清华校友通讯》的名字很普通，

讲的是家谱、家史、家事，很有可读性，

办得也是越来越好，可以这样评价：格调

高雅，版面清新，内容丰富，客观真实。”

校党委书记胡和平（1980 级水利）

说：“《清华校友通讯》办得非常好，

成为极具品牌价值的刊物，在清华、在校

友中影响非常大，今后我们要进一步把她

办得更好。”

陈吉宁校长在清华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为清华校友工作指明了方

向：“清华校友总会建会 100 周年，标志

着校友会工作走上了一个新起点，掀开了

一页新篇章。校友总会和各地校友会都要

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丰富工作内容，创

新活动形式，坚持服务校友、服务母校、

服务社会，团结带动广大校友，为清华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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