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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李远义
○李万菁

我的父亲李远义因心力衰竭于 2013

年 6 月 29 日辞世，享年 101 岁。虽然他

的背影渐行渐远，但我对他的印象却越来

越清晰。父亲静静地走了，他一生的经历

都值得我们追忆。

父亲 1912 年 10 月 23 日出生于湖北

宜昌，从 8 岁起便独立外出求学，他先后

就读于武汉文华学校、苏州东吴大学物理

系，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1937 年

毕业，是清华九级校友。1949 年至 1950

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获城

市卫生专业硕士学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这些海外

学子自然也是心情万分激动。怀着报效祖

国的一腔热情，他毅然放弃在美国已经找

好的工作，取道香港与我母亲双双回到祖

国。从 1951 年开始辛勤工作长达 50 多年

之久。父亲到北京后经由清华校友曹言行

局长的介绍，进入了北京市市政卫生工程

局工作，历任设计室副主任、主任，副总

工程师等职务，还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领

导下，参与了北京市城市规划工作。

父亲生前认为在他经历的众多工作中

最值得回忆的是解放初期首都的建设高潮

和人们焕发出的工作热情。

解放初期，修建和改建天安门广场是

一件大事。父亲单位接到的任务是在整修

广场的工程中设计并设置给排水系统以及

周边地区的配套工程。当时从接到设计任

务，父亲和同事们就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工

作。他们从测量、设计到施工以及监理和

后期与外界联网等一系列工作父亲都亲历

亲为。从挖土沟、填装管道、铺砖面、测

试等，整个广场到处是紧张而有序地工作

着的人，场面十分壮观。白天干完活后晚

上加班加点，夜间住在工棚，工程设计人

员还在不断改进设计，争取做到最好。那

个时候，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们仿佛不

知道累，没有人计较吃住和环境，全都进

入了忘我的状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工

程顺利完成。紧接着进入到人民大会堂和

历史博物馆这两个项目里的给排水设计，

他们院里接到任务由院长牵头，父亲负责

管理相关设计，在这两大工程胜利完成后，

10 月 1 日召开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

总理接见了所有早期归国的知识分子及社

会各界相关人士。父亲的心情十分激动，2007 年 4 月，李远义学长（前排右 1）
返校参加校庆活动和级友在甲所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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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深地感受到祖国对他们的关怀，及对

他们辛苦工作的肯定，从而激励着他继续

努力奋斗的热情和信心。后来他又多次参

加过国庆招待会，接受周总理的接见。

1955 年后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成立，父亲调任排水专业设计室主任，后

历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等职，领导和

参加了院排水专业的工程及重要工程项目。

在日常工作中，父亲的一个特点就是亲历

亲为。记得在百万庄小区的排水项目中，

需要做雨水的流量测试，从而找出各种合

理的数据，他便参加了这项测试工作。记

得在很长一段时期，每逢北京雨季到来时，

他与同志们便轮流守候在这一地区，每当

天空出现乌云时，他们便赶快做好多项准

备，在大雨倾盆雨流如注时是他们最紧张

最忙碌的时刻，只见他们奋不顾身冲入雨

中，赶到相关的下水道口时，抓紧时间赶

快检测雨水的流量和街道上污水的流量，

及时记录下相关的数据，此时此刻电闪雷

鸣他们已全然不顾，仿佛置身在毫无危险

的境地。经过数次的反复测量，根据相关

的数据记录，父亲领导并参与编制了北京

市暴雨公式手册，还编制了室外排水设计

规范，室外排水设计手册，排水设计通用手

册，此后他根据一手的资料参与主审的《全

国室外给排水设计手册》获新闻出版署 1988

年第四届科技图书评选会一等奖，为我国的

给排水设计技术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父亲认为值得回忆的还有南郊高碑店

污水处理厂的工程。关于这个项目的立项、

论证、出国考察、调研、开工、实验、设

计设备等一系列工作他都积极参与，他还

不辞辛苦地多次下工地反复研讨，这是在

当时国内大规模实施“中水”处理回用的

节水技术，工程不仅达到了处理城市污水，

保护北京市环境的目的，同时实现了利用

“中水资源”，节约大量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项目建成后各项技术指标先进，环保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突出，为北京市建设

技术先进的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奠定了

基础，揭开了建设北京大型城市污水处理

工程的序幕，为北京市和国内污水处理事

业及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

个项目工期阶段较长，分段进行。高碑店

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荣获 1995 年北京市

优秀设计一等奖，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

1997 年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和 2000 年中

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

工程取得了这么多成绩，但他认为这

些贡献是应该属于这个设计团队的，是属

于大家辛苦劳动的成果，而不是他个人的

功劳。据同事们回忆，父亲就是这样，他

平时任劳任怨，甘愿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

他淡薄名利从不争抢成绩，他低调做人高

调做事，与人讨论问题时态度总是谦逊平

和，恭敬有礼，温文尔雅，年龄小的从没

有紧张感，大家相处得平等和谐。在工作

中别人如考虑问题不周到时，他也建设性

地提示，补充内容，从不强词夺理，因此

大家都愿意与他共事。在过百岁生日时，

同事们回忆起当初一起做设计，下工地，

画图纸时的情景都不由地说李总真是我们

的好老师。长期以来，父亲在紧张而又繁

忙工作的同时，还孜孜不倦地教育和培养

一代又一代的技术人才，他亲自领导和参

与科研和业务活动，指导技术人员提高业

务水平，改进工作作风，设计院一代又一

代排水专业的技术骨干和技术领导人许多

都是父亲的学生，是在父亲的亲切关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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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在父亲一百多年的生涯中，晚年更加

忙碌，他写有许多著作，翻译了多种外文

资料，数次热情地参加了与专业相关的学

术活动，及多次参加同事、同学们的聚会，

仿佛是个不知道疲倦的人。对于他的辛勤

劳动大家都十分关心，在他过百岁生日时，

同事与清华的校友纷纷前来祝贺，大家欢

聚一堂畅谈着过去的美好时光，仿佛就发

生在昨天，大家认为与他相处让人备感亲

切。他们中间有各种年龄段的人，这样的

聚会是几代人的聚会，人们不曾忘记，他

那慈祥的笑容，和蔼温文尔雅的话语，殷

切希望的目光。《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

的来访也是令他激动不已，尤其是他们带

来的清华校园长卷更是爱不释手，他反复

观看赞叹不已，他为母校的强大发展，专

业多样化而由衷的振奋，遥想当年的情景

真是感慨万千，他由衷地祝福母校再接再

厉，成为世界强校，为国争光，永驻世界之林。

父亲走了，很多东西逐渐远去，他们

那一代知识分子，做学问做人的态度正继

续成为我们永远的榜样。

2013 年 9 月 17 日

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郑天翔逝世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原院

长郑天翔同志，因病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 99 岁。

　　郑天翔，曾用名郑庭祥，1914 年 9 月 9 日出生，

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六苏木乡人。1934 年考入南京中

央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学习，1935 年转到北京清华

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学习，后转入该院哲学系。同

年 12 月，郑天翔参加了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发动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其后的

各次示威游行和其他抗日救亡活动。1936 年 2 月，加

入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7 年 10 月后，郑天翔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工作。曾任聂荣臻秘书，中共

塞北地委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郑天翔在绥南地区工作。1949 年 9 月后，曾

任中共包头市委副书记，兼任包头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北京

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77 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1983 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并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郑天翔历任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二、十三届代表大会代表。在党的

十二、十三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