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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和市人大副主任职务，2004 年 7 月正

式办理退休。

　　退休后，我和老伴生活相当有规律，

且和谐互补。看看报、看看电视；上上网、

写写东西、玩玩游戏；买买菜、做做家务。

每天上午我们经常一起做些力所能及的身

体锻炼。旅游是我们退休后生活的重要内

容。2000 年至 2007 年间，我们随团先后

去过 50 多个城市，游览了祖国的名胜古

迹和名山秀水。也随团游览了西欧七国、

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正如翻译家傅雷所倡导的人生观：人

生价值首先是自我实现，即事业上的追

求；其次是被亲友所需要，付出；第三是

为社会、为人类能带来什么。对我来说，

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事业上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在亲友中有所担当，对深圳市

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

2013 年 5 月 11 日于深圳 

难  忘  母  校

○曹尔强 (1963 无线电 )

毕业设计。我毕业设计的题目是“真空金

属材料出气的研究”，是我们电真空技术

物理专业的关键技术之一，指导老师是马

瑞霖先生。我的毕业论文经马先生修改后，

不仅刊登在 1964 年的国家级杂志《电子

学报》第 10 期上，还发表在《全国第一

届真空会议论文集》上。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科院长春

光机所。1972 年又被调到中科院大邑光

电所工作。在此期间经历了十年动乱，我

也曾被下放到农村插过队，当身处逆境时，

我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态

去面对艰苦的生存环境，利用闲暇时间自

学外语，大量阅读当时尽可能找到的国内

外最新技术资料、动态。虽然已无机会去

实验室搞科研，但是，我有时间对以前搞

过的项目进行深入的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理出攻克难点的思路。就这样，在农民的

茅草屋内，在田间地头，艰难地行使着自

　　似乎是转瞬之间，半个世纪已经过去

了，我们 1963 届迎来毕业五十周年纪念

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请接受我

这个普通的学子献给母校的一颗平凡而赤

诚的心。

　　1957 年秋，我刚满 18 岁，从辽宁省

实验中学顺利考入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无

线电系。感谢党、感谢人民让我这个普通

的农村孩子有机会在这所世界知名的大学

里读书。这里有优越的教学环境，治学严

谨的校风，一流的实验设备，实力雄厚的

师资队伍……是清华，给我们打下了良好

的数学、物理基础，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

础理论，进而提高了我们处理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实在是受益终生！是清华的

优良传统让我们这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树

立了“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

并坚守了一生。

　　1962 年秋，我们开始做为期一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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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劳动的权力。被调回中科院大邑光电所

恢复工作后，我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使命感与责任

感时时鞭策着我的心灵，令我自强，催我

奋进。

　　由于在清华打下了良好的数学、物理

基础，以及多年知识的积累，我很快学会

了快速傅立叶变换等多种变换和一系列图

像处理、识别技术，并且能够用微机进行

方案论证了。

　　1981 年 6 月，我调到长春邮电学院，

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务。

1985 年 春， 赴 京 参 加 国 家 教 委 组 织 的

EPT（英语水平测试）考试，并顺利通过，

在恩师张克潜老师（当时任清华大学无线

电系副主任）的力荐下，1986 年 10 月，

被国家教委公派到美国伦塞莱尔综合理工

学院电子工程系，以访问学者身份进修“数

字图像实时处理”技术，从事当时属于世

界科技前沿课题的研究。

　　走出国门开拓了视野，目睹了世界上

计算机领域的大发展、大竞争，痛感祖国

当时在这一领域的落后状态，我除了在大

型计算机上完成导师交给的课题之外，几

乎将全部业余时间泡在了实验室里，搜集

资料、编制调试程序，并一一拷贝下来……

就这样，在美国进修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

里，我把从简单的键盘练习、徒手画，到

高级的卡尔曼滤波等实用源程序录制成

130 多片磁盘，并顺利地带回了祖国；用

在美国省吃俭用节省的钱带回了一台当时

价格十分昂贵的 IBM 微型计算机。回来后，

当我如数家珍似地打开行囊，却真的无法

面对妻儿期待的目光，我没给他们带回电

视机、电冰箱、录音机……我的这些宝贝

对他们似乎毫无用处。但我深知，我的祖

国需要它们，振兴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的重任需要它们。

　　回国后，我带领学生们把带回来的程

序尽量消化、吸收，能汉化的则进行汉化，

以求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把快速傅立叶变

换、沃尔什变换等多种变换、维纳滤波、

卡尔曼滤波、模糊识别、专家系统、人工

智能等国外学到的先进技术编成讲义传授

给学生们。回国后，我先后发表了 15 篇

论文；三项科研成果通过了省、市、院级

鉴定。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科技领域的广泛应

用，各类技术人员及在校的大学生们急需

在短时间内初步掌握计算机原理、操作及

一些实用程序的编制方法。为此，我力求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编写了《微机实用技术

讲座》（清华大学出版社）、《微机应用

速成》（吉林大学出版社）等著作，以期

对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应用做点贡献。

　　在搞人工智能识别的同时，我还与白

在清华读书时同寝室同学合影：前排左
起张希源、林发勇，二排左起曹尔强、杜秉初、
梁世荣，后排为吴姓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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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恩医科大学二院消化内科主任宋玉芳教

授合作，研制出一套“消化性疾病诊疗专

家系统”，由于其诊断的准确性很高，论

文很快在我院学报、白求恩医科大学学报、

《吉林医学》、《中国生物医学工程》等

刊物上发表，美国医学文摘也给予了择要

转载。这是一次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实践。

　　退休以后，于 2004 年我支持女儿创

办了“吉林省肯那斯外语学校”。为了保

证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学到纯正的英语，

提高口语交流的能力，学校高薪聘用外教

授课。经过几年的发展，现有 10 名外教

执教，一所主校、五所分校，有近千名学

生在校学习。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我仿佛回到了童年。

　　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我是幸运

的，饮水思源，我由衷地感激培养我健康

成长的老师们。值此清华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暨 1963 届毕业 50 周年之际，谨

向我的母校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及最美好的

祝愿，并通过你们向我的老师们表示最诚

挚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2013 年 4 月 8 日 

水无新旧　情谊永恒

○刘　宁（1978 级水利）

　　1978 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我们背负行囊来到了清华。尽管我们目睹

了“文革”后水木清华的沧桑，但仍暗自

庆幸——走进大学的梦想已经成真！

　　为什么叫水木清华？我们穿梭在教

室、图书馆、宿舍间询问着；徜徉于闻亭、

大礼堂、工字厅里求索着。那时候，米票

换面票，是同学们最便利的友情交换；而

一个人凭着廉价的二角钱菜票，便可得到

参加一场劲爆足球大赛的能量。那时候，

我们每周改善生活才能吃上一餐饺子，义

务献血后也只是多吃一袋“最初版”的方

便面，汗流浃背时瞪着一瓶老酸奶却舍不

得出手。那时候，我们囊中羞涩但充满自

信和欢乐，球队、乐队、讲座、郊游，校

园内外都有我们忙碌的身影，每一堂课，

每一项成绩，甚至校园内每一首乐曲响起，

都让我们兴奋不已，感慨万千。

　　在我们心中，水木清华的“水”清澈、

洁净、沁人心扉，就连同学们挥洒在运动

场上的汗水，考试结果与期望相悖时默默

流下的眼泪，都是那般晶莹剔透，那样纯

真无瑕。在我们眼中，水木清华的“木”

根深叶茂，峻拔挺秀，苍劲的古树环抱着

清华园中中西合璧的建筑，以及建筑里浩

如烟海的治国方略、科学秘籍、文化典藏

和历史经纬。也许某一张书桌，便是先哲

展卷夜读的地方；或许哪一条小径，就嵌

印着大师求索的足迹。水木清华的水，源

远流长，兼容并蓄；水木清华的木，扎根

净土，庇荫学人，校园内不经意处都流淌

并根植着博大而精要的旋律与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