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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清华校友总会成立百年

2007 年柳淮之学长回母校留影

部给我发来新年贺信，随信寄来“祝贺清

华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的癸巳蛇年台

历。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我爱清华，是清华给了我知识和能力，

教我怎样做事、如何做人。六年清华生活

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并对以后的经历产

生了无处不在的影响。我感恩清华、眷恋

清华；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情感越发浓烈、

与日俱增。

　　我是清华人，清华校友总会是我永远

的家。为此，我感到骄傲与自豪。

2013 年元旦

　　每当忆及青春年华，心中总是激动不

已。在清华园的峥嵘岁月，是我一生的亮点。

　　记得 1949 年刚入学时，地学系位于

老图书馆的四楼 , 系主任是袁复礼先生。

我们的教材是采用西方名校同类专业的原

文书。中文书只有一本是孙鼐著的《普通

地质学》，所以清华的学生一般外语水平

高，也是“逼上梁山”逼出来的。

　　除必修课矿物岩石学、构造地质学、

古生物地史学以及矿床学等之外，系里还

允许选修一些外系的课程。我选了冯友兰

先生的“哲学概要”，还选了外文系的“英

国文学欣赏”等课。地质系还经常举办学

术活动。1951 年李四光先生刚从英国回

来，在城里北大礼堂演讲，我们系里的同

学都去了。他老人家气宇轩昂，讲的题目

是“被歪曲了的亚洲大陆”，批判了某些

西方学者的主观臆断，如“中国地大物不

博”等谬论。有时，系里请来各方面的专

家学者作报告，如：地质部总工程师谢家

荣讲中国矿产分布；古植物学家斯行健博

士讲古生物；还有留华的日本地质专家世

苍正夫讲“满洲花岗岩内生矿产成矿机制”

等等。我还参加了天文学习会这个课外团

体，常举行夜间观星活动，差不多认识了

北半球的可见星座，如美丽的猎户座，耀

眼的大犬座、大熊座以及小熊座、仙后座

等。这个团体还请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

长张钰哲先生作学术报告。每逢周末，音

乐室举行世界名曲欣赏会，音乐室位于化

学馆的远端，是一栋陈旧的木结构楼。我

喜欢这一活动，每次必到。贝多芬的命运

毕业 60 年　回首当年事

○柳淮之（1952 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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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曲震撼人心的旋律，施特劳斯的圆舞

曲《蓝色多瑙河》的优美音响，以及舒伯

特的小夜曲让人梦幻陶醉，还有中国古典

乐曲《春江花月夜》等等，种类繁多。

　　总之，清华大学文理渗透的人文教育、

通才教育是清华的优良传统与宝贵财富，

它使多少清华学子享用终身。行文至此，

我想起了古今中外教育大师们的主张，孔

夫子说：“君子不器”；爱因斯坦说：“大

学是什么？是追求真理的地方，学校永远

以此为目标。其毕业生应该是和谐的人，

而不是所谓专家。”哈佛大学的校训是：

“让真理与你为友。”

　　清华还有一个特色，即重视体育。清

华的体育气氛很浓，体育作为主课不及格

不准毕业。第一堂体育课由马约翰教授主

持，他老人家总是身着白色紧身运动衣，

不扎领带而是一个黑色的领结，显得干净

利索，神采奕奕。他讲话生动、感人，

他说：清华的学生应当个个都是生气勃

勃的小老虎，绝不可成为文弱的书生、窝

囊废。大学几年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刻，

抓紧时机锻炼好身体，将使你一辈子受用

无穷，要认真参加体育课。此外，每天按

时起床，不许睡懒觉，广播一响做早操，

不得缺席。下午 4 点半实验室、教室要关

门，全部到达大操场、体育馆做跑跳、打

球等各种体育锻炼。平时上体育课多由年

轻老师带领，马老有时来看一看。到了年

末要进行体质总结，马老要和每一位同学

个别谈话一次。那时在体育馆，要求全部

脱光衣服，进入一间密室，马老先是把你

从上到下端详一遍，然后开始谈话。他亲

切地对我说：你体型不够好，show　your

　chest（挺胸）……讲了体育健身的指

导意见。现在我 83 岁尚能每天早上步行

2 公里，下午打乒乓球，比一些同龄人要

好。饮水思源，得益于在清华养成的重视

体育锻炼的好习惯。

　　斗转星移，似水流年。60 多年前在

校的事事物物，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1952 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急需

大批科技人才，尤其是号称“工业尖兵”

的地质找矿方面的人才。那时我在清华大

学地质系读三年级，被动员提前毕业投入

到国家建设事业中去。当时我们热情响应

祖国的召唤，表示坚决服从需要，党指向

哪里就奔向哪里。记得当时北京市的大学

毕业生集中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隆

重的毕业典礼与动员大会，敬爱的朱德总

司令亲临盛典。会后有文艺表演令人难忘。

在离校前的座谈会上，同学们意气风发，

豪情满怀，我也表了决心，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争取成

为劳动模范。

　　我们清华地质系的人多数去了东北，

大部分在教育部门。我被派往重工业部长

春地质学校任教，作为“工作母机”培养

柳淮之学长上世纪 90 年代在广西边境做
地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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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

清华校友总会成立百年 *

○徐友春（1970 精仪）

　　留美相识，仲夏联谊，建会百年。

愿崇尚科技，志存高远，群英汇聚，

谱写新篇。情系清华，弘扬传统，求

索真知报涌泉。心相印，忆荷塘月色，

梦绕魂牵。　　

　　学研奋勇奔前。众学子，国兴热

焰燃。造一星两弹，元勋济济，将军

院士，更有高贤。凝聚人心，团结互

助，母校情缘世纪连。齐回馈，赴天

南海北，竭力诚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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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

校留美同学会是 1913 年夏天发起成

立，以振作校风，联络情谊为宗旨。

金
德
年
（
一
九
五
六
动
力
）

更多的工业建设“尖兵”。那几年，由于

积极工作，我几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由

于国家建设的需要，1956 年筹建重工业

部桂林地质学校，我主持了地质科的工作。

负责起草金属矿地质与勘探和地球物理与

探矿两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并负责采购岩矿

标本、模型等。校园内成林的塔柏、桂树是

我们师生义务劳动栽种的，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发扬桂工精神、艰苦创业、敬业奉献的

作风，学校面貌日新月异。几十年来学校五

改归属，十易校名，不断提升，成为现在的

桂林理工大学，为国家培养了近 10 万名各

类科技人才，尤以地质矿产类为特色。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国家

号召搞十来个鞍钢、十来个大庆。据此，

我校的主管部门冶金工业部抽调各地的精

兵强将，大搞会战。我参加了这个会战，

先是到北京冶金情报所翻译国外大型富铁

矿的地质资料，编写了《前寒武纪富铁矿

成因》等文献，后来参加“富铁矿科学考

察队”开赴滇西北、藏东南的处女地进行

找矿与研究。我编写了该队的部分总结报

告，发表《滇西北的三叠系》以及铁矿地

质层位等论文。

　　退休后，我曾撰写地学科普文章，奉

献余热，积极参与桂林市老科技工作者协

会的活动，被聘为科普讲演团的讲师，并

连续三年荣获桂林市老科协、老教协的科

普积极分子与优秀工作者称号。

　　回首往事，恍若弹指，随着光阴流逝，

我已退休十余年了。“老骥伏枥，志在

千里”。值此母校征文，理当述怀；我

愿为东方巨龙的腾飞鼓舞士气，凝聚人

心，为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贡

献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