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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耕耘六十载    耄耋之年在成书
○董达生（1952电机）

欣逢清华大学101周年华诞，清华笈

影，抚今忆昔溯当年，感慨良多。正如卢

梭在《漫步遐想录》中所言：“所有老人

都比孩子更眷恋生活。”这是因为生命的

夕阳焕发着更迷人、更富魅力的光彩，还

有年轻时遐想和追忆的衬托。

1949年春，清华园紫荆花绽放，在微

风中摇曳。当时，清华是一所由文、法、

理、工、农5个学院组成的声誉卓著的综

合性大学，实施文理渗透，学校营造出一

种浓郁的人文氛围，使学生受到熏陶。我

是“老清华”的 后一批毕业生，在1952

年之前，就生活在这种令人神往的环境

之中。清华一代名师云集，他们在学识

上是古今贯通，中西兼容，文理会通。

当时，大一“普通物理”（Sears，1948

年英文版），由钱三强、彭恒武、葛庭

燧、孟昭英四位先生同时为工学院学生开

课，钱伟长、张维两位先生讲授“应用力

学”与“材料力学”，都使用Timshenko
的原著。在“电工原理”课中，指定四

本英文参考书，其著者分别为Jeans、
Harmwell、Page与Bush。“电机学”由电

机系主任章名涛院士与钟士模教授（MIT

博士）主讲。这些大师在学术上处于“会

通”的地位，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

了解当时世界前沿的发展动向与崭新课

题。我们聆听一代宗师讲课，大家共同认

为“这是人生的 大享受”。

我们这一代50年代初期的毕业生，清

华老校友在百年校庆时作了如下的概括：

我们是经历解放战争洗礼，接受革命教育

的一代；又是满怀激情，参加新中国第一

个“五年计划”拼命工作的一代；随后经

过了历次政治运动，不少人受到不公平待

遇，是经受磨难的一代；改革开放后，我

们都达“知天命”之年，确实不再年轻，

还能振奋精神工作，又是重新奋起的一

代；我们目前虽然已达耄耋之年，仍然精

神矍铄，老骥伏枥，尚能从事科研著述，

我们又是做 后奉献的一代；今天，还能

为《清华校友通讯》写文章，还能安度晚

术，不仅大幅度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状况，

还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催生了现

代的文明。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铸造技术不仅没有萎缩的迹象，而且还能

不断吸收各种工艺技术的 新成果来完善

自己。近20年来我国铸造工业有了长足的

进步，但技术水平还是非常低，认真钻研

业务的人太少，这又是让我非常担忧的

事。我国铸造行业在环境保护、作业条

件、能耗等方面，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还非常之大，这种状况也是亟待改

变的。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在铸造行业已经

干了55年。我非常热爱铸造行业，但为行

业所作的事实在太少，每当回首往事，总

觉得十分愧疚。

值年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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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还是幸福的一代！

60年艰辛岁月，60年风风雨雨，我们

经历了解放后“大学教学改革”的全过

程，回忆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感慨

良多。

1953年，我国大学开始“全面学习苏

联”，实行“一边倒”，大量引进苏联大

学教材并翻译出版，作为“钦定”。如樊

映川的《高等数学》，全国大学普遍使

用，长达10年之久。不少教材不能与时俱

进，显得内容陈旧。1960年春，少量英美

教材引入我国，如一缕清新的气息吹进了

教学领域。由于高速计算机的出现和发

展，给“网络理论”带来了巨大变革，其

内容也相应变化。我们即时翻译了美国斯

科特著《线性电路：时域分析》，于1964

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书中，如“过渡过

程的三要素”等，迄今仍然广泛使用。而

《线性电路：频域分析》即将出版，恰逢

“文化大革命”而被封杀。

1978年，在大学的废墟上重新构建高

等教育。1982年，开始招收了第一批研究

生，我为他们讲授“网络分析与综合”。

这时，网络理论与系统理论两个重要领

域正在相融合、彼此渗透。在网络理论中

引入了现代系统理论的基本成果。由于我

们在“方法论”上有初步素养，尚能举一

反三，触类旁通，探索新的领域。这时，

我们翻译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名著《网络分

析与综合——一种现代系统理论分析法》

（研究生教材），于1984年由高教出版社

出版。结合教学，我们曾编著《多变量线

性控制系统》(研究生教材)，于1989年由

中国煤炭出版社出版并获奖。从1992年，

我享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欣逢清华101周年校庆，我已84岁高

龄，在年轻教师的大力协助下，编著了

《线性系统理论及电网络应用》，于2011

年校庆日由中国电力出版社作为“高等学

校十二五规划教材”正式出版。这本书是

将“线性系统理论”与电网络结合起来，

在概念和方法上进行沟通，这可能是一种

新的尝试，将来可能逐步形成一种带有创

新性的、具有推动力的基础理论教材。

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进入暮年，生与

死是无法避免的，但在垂暮之年的暗色背

景的衬托下，生命都更显得炫丽光明。年

轻人的朝气蓬勃向我们老年生命注入了幸

福之水，使我们还能重上山峦斩荆棘，晚

年仍做 后的奉献，体会了“老骥伏枥”

的当代涵义。今后，任重而道远，我们还

要继续奋发向上，积极努力，终生以“自

强不息”精神鼓舞自己前进。

相   逢

○闵佟（1962动力）

同窗共读五年半，依依惜别清华园。

先阅塞北千里雪，又现西楚红杜鹃。

喜得他乡小驻足，笑乘东风历关山。

五十寒暑已奉献，百味人生可尝遍？

不计荣辱忘悲欢，但喜神州换新颜。

云烟过眼随风去，只留真情在人间。

少时相逢话沧桑，而今执手说康健。

祝愿诸君多珍重，如画夕阳照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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