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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周年纪念册踊跃撰写的 61 篇精彩来稿，

使得许多原本不相识的校友相互熟悉了起

来，原本相熟的校友又加深了友谊。

　　据不完全统计，我们这群校友中已有

64 位先后离开了人世。在世的都已接近或

已超过了 80 高龄，除了个别几位还在工

作外，都已过上了完全退休的生活。今年

是 1953 届毕业 60 周年级庆，将有九十几

位校友参加聚会，有 42 位校友为毕业 60

周年纪念册撰写了文稿。有的校友深情回

忆了大学生活和同窗好友，有的回顾了几

十年人生经历，有的介绍退休后的生活心

得，有的分享个人感悟或诗词佳作。有的

校友抱病写来几千字的长稿，积极支持此

次校友活动，令人感动。所有这些生动的

文稿肯定能使我们这群校友间的相互了解

和友谊更深一层，谨在此向所有写来稿件

和寄来照片的校友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石油学子向母校汇报

○张绍槐（1953 石油）

　　春光满清华，白发回母校。2011 年

回校参加了母校百年校庆，今年是清华校

友总会成立一百周年，校友总会特别安排

1953 年毕业 60 周年的校友返校，我们非

常感谢母校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

　　石油钻采工程 1953 年春班毕业时 21

人，至今已有 8 位同窗过世，有几人因病

来不了，因此这次只有 7 人回来。我们都

属“80 后”，年龄最大的已 88 岁。无限

生机的清华园这几天活跃着一批胸佩“清

华红条”的兴高采烈的白发老人，他们受

到校领导、校友总会和许多师生员工的热

情接待，我们获赠了《水木清华》《清华

校友通讯》《校园地图》等纪念品，校领

导和校友总会分别看望

我 们 并 座 谈、 合 影，27

日下午专场演出，参观

校史馆，乘校车游览全

校，28 日会餐等等，我

们再次沉醉于母校情怀。

　　石油钻采 1953 年春

班是 1952 年 8 月全国院

校调整时，由北洋大学

（现天津大学）采矿系石

油专业转入清华大学石

油化工系的。当时曹本熹

教授是系主任、教务长，

校党委副书记史宗恺、校友总会徐友春老师等到近春园看望
老学长，左起：万仁溥、陈庭根、董恩环、陈宪侃、史宗恺、张绍槐、
王如祥、张玉晶、徐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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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教授和白家祉教授等一批名师给我们

讲授“胶体化学”、“机械零件”等课。

1953 年春季只有我们一个毕业班，蒋南

翔校长刚刚上任不久，毕业前蒋校长和何

东昌书记一起与我们全班毕业同学合影留

念，这照片实在难得，真是宝贵！ 当时蒋

校长勉励我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

立千仞，无欲则刚”，还有蒋校长的教育

思想“当仁不让”“德智体全面发展”“又

红又专”“面包和猎枪”“为祖国健康工

作五十年”等；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等清华风韵深深地教育熏陶着我们。今年

适逢蒋校长百年诞辰，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在校史馆的蒋校长照片前站立凝视。

　　1953 年春，国家经济建设急需高校

毕业生，全班提前在 1953 年 2 月毕业分

配工作，为适应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需

要，学校专门为我们办了一个月的速成俄

语课，离校时已近“五一”，大家急奔工

作岗位。

　　1952 年前清华大学是综

合性大学，1952 年起变成了

“以工为主”乃至只办工科。

当时清华石油专业是集中了

全国高校石油专业师生的重

点专业，是有可能办成强势

重点专业或二级学院的，我

们当时并不知道 1953 年秋季

就要把石油专业分出去。为

了充实石油师资，仅在我班

就有 5 人留校任教，占毕业

人 数 的 1/4。1953 年 秋， 国

家推行单一学院体制，清华

又把石油、航空等独立出去，

成为“八大学院”的一部分。

　　这次回母校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清华

60 年来再没有石油系，我们显得很孤单！

借此机会，我们要大声地告诉世人：60

年前清华办过石油专业，含石油钻采、石

油机械、石油化工等学科；石油学子们本

着“为祖国加油、为民族争气”的宏愿和

“铁人精神”奋战在祖国石油战线，并且

本着“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政策，开拓

了中国国际石油合作新局面。我们班分配

在油田工作的分别到了玉门、四川、新疆

等地，60 年代起随着全国石油工业由西

向东再向南北扩伸的几次石油大会战，又

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华

北油田、大港油田、四川油气田、海洋石

油以及石油部（现在的中国石油、中国海

洋石油集团公司）机关工作。

　　毕业后分配在西安石油学校工作的两

位同学后来分别调到西安石油仪器总厂和

大港油田工作。这些在石油企业工作的同

学参与并见证了我国石油产量由年产一百

1953 年毕业时，蒋南翔校长与全班同学合影。前排左起第
四人是蒋校长、第三人是何东昌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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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吨增长到现在年产近两亿吨，居世界

第四位。留在清华任教的 5 人集体参加了

创建北京石油学院，随后有人又先后支援

四川石油学院（现在的西南石油大学）、西

安石油学院（现在的西安石油大学）、青岛

化工大学等。我国现有六所石油大学，在世

界上以石油命名的大学数目居世界第一。

　　我们这个班为祖国石油献身 60 年，

我们之中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科

技专家、司局长、总工程师、院校长、教

授、博导等，这个班集体是有成绩有贡献

的，我们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教育。我国

是石油大国但还不是石油强国，我国石油

产量增速大，但是需求量增速更大，现在

石油自给率只有 42%，常规油气人均资

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7.7% 和 7.1%。

我国正在加速各种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

这些发展的关键是人才和技术。我们深知

祖国太需要石油了，遵循老有所为的精神

仍在为之奋斗，总希望生命不止工作不停。

　　能源、材料、信息是当今世界工业和

科技发展的三大支柱。参观校史馆时，我

们看到展示的清华能源学科群现在重点建

设的六个方面：核能技术、清洁煤利用、

交通能源、先进输电技术、新能源和再生

能源、能源发展战略 - 规划 - 政策（没

有石油），我们希望清华要在国家与世界

上对大能源有发言权和知名度。这次返校

时间虽短，但看到母校恢复了航空航天学

科并且创办了一些新专业、新学科，重建

综合大学，正向世界一流大学奋进的雄伟

气势，我们由衷地高兴，真想来世再到清

华求学。

2013 年 5 月 4 日

 　　作者张绍槐：曾任西安石油大学（原

西安石油学院）校长。

毕业六十年的回顾

○方惠坚（1953 土木）

　　时间过得真快，好像才经过毕业五十

周年的聚会，又要准备参加毕业六十周年

的聚会。全班的同学都已年过 80 岁了，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从进入清华到现在

已经 63 年。

（一）

　　我们班是 1950 年秋天入学的，在土

木工程系大一时，我住在善斋 407，当时

是三个人一个房间，还比较宽敞。

　　我们班一二年级的基础课和技术基础

课都是由资深教授讲授的，微积分是郑桐

荪先生教的，他曾做过清华算学系的系主

任。后来知道，他是陈省身先生的岳父。

物理课是霍秉权先生教的，物理课在科学

馆 213 教室上课，霍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

格，有同学穿着背心上课，他就给予批评，

他后来出任河南大学校长。工程画是褚士

荃先生讲课，他做过老清华的训导长。材

料力学是由曾经担任过 Timoshenko 助教

的张福范先生讲授；建筑材料课由陈樑生

先生讲授；结构力学是杨式德先生授课，

他的讲课思路清晰，板书整齐，课题笔记

记下来就是一本完整的讲义。

　　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毕业以后，有的搞

专业工作，也有很多教力学、教数学、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