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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清华，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的优秀人才，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清

华大学具有良好的育人环境，清华人文十

景印象深刻。

“火热迎新”是印入我们心中的第一

个清华人文景观。1981年9月，我第一次

独自出远门，乘火车从太原来到首都北

京。一出北京火车站就怀着激动的心情踏

上了清华的校车。校车穿过北京闹市区和

大片树林、农田，驶向北京西北郊区美丽

的清华园。校车从学校南大门驶入，在拥

有一大片绿草坪、红砖圆顶的大礼堂前停

下。还没下校车，我就被迎接新生的热烈

场面所震撼：一大群手举着各个“系牌”

的同学喊着、叫着抢新生。我举目寻找

“电机系”的牌子，激动地朝着举“电机

系”牌子的同学招手，刚一下车，热情的

电机系高年级学兄不由分说地就把我的行

李放在三轮大板车上。穿过图书馆，远远

就看见了醒目的红色大横幅：“欢迎你，

未来的红色工程师”。我马上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懂得“红色工程师”就是自己

今后努力的方向。后来我知道了接我的高

年级同学是电机系学生会生活组的陈基

和、陆恭超和李群炬学兄。

迎接新生的任务，全部由各系学生会

组织同学完成，这是清华的传统。一年一

度的迎接新生，要从早6点一直忙到晚12

点多，十分辛苦。大学三年级开始，我也

加入了迎接新生的队伍，一干就是八年。

从大学三年级担任系学生会副主席开始，

一直到离开校团委的工作岗位，我亲身践

行了蒋南翔老校长提倡的“双肩挑”。为

了接新生，我学会了骑三轮，这可是接新

生的基本功。清华“迎接新生”的场面越

搞越红火，不但从大礼堂转移到了东大操

场，增添了五彩缤纷的系旗院旗和整齐的

帐篷，而且后来还增加了“绿色通道”，

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排忧解难。2006年

又制定了“新的资助体系”，实施“按需

申请”，基本上解除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后顾之忧。在这项工作中，广大校友给

予大力支持的“校友励学金”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开学典礼”是清华第二大人文景

观。参加完学校在西大饭厅举行的开学典

礼后，我们又参加了系里在西主楼电机系

馆为我们举办的开学典礼。在那里，我们

见到了系领导和不少老师。电机系老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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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先、黄眉、王先冲、张宝霖、陈允康

等老教授一一与我们见面的场景至今还记

忆犹新，我们首次领略了电机系这些大师

们的学者风范。我由衷敬佩敬爱的老师们

为培养学生而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他们

就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得到同

学们的敬佩和赞扬。多年来，清华大学一

直把 优秀的毕业生，例如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论文获得者和学校特等奖学金获得者

的49%留在学校，作为人梯培养学生，实

现清华人文传统的传承。

“宁静二教”是第三个清华人文景

观。虽然二教名气不大，远不如图书馆影

响大。但二教距离科学馆、大礼堂、图书

馆、体育馆等学校早期的四大建筑很近，

距离我们的宿舍也不远，再加上比较容易

找到座位，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二教上自

习。二教宽敞、明亮、宁静，教室里的灯

光尤其明亮。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

课或自习，二教一排排灯管都开着，照得

黑板上的字清晰可见，照得书本上的字暖

融融的，照得我们心里亮堂堂的，是学习

的好场所。一出二教门就能看见大礼堂前

的宜人景色。上晚自习前，先到大礼堂前

聆听音乐室播放的立体声音乐简直就是一

种享受。二教门前还有清华 大、 漂亮

的大草坪，夏日里还可以躺在二教前的草

坪上，自由自在地仰望天空、背诵课文。

二教离图书馆很近，自习空隙还可以到图

书馆楼下的报刊栏读读当天的各地报纸，

享受一顿精神大餐。我们的许多大课例如

数学课、党史课、物理课及电机学等都在

二教上，还有许多重要的考试也在二教

考，二教给我们留下了不可泯灭的记忆。

印象 深的是在二教参加的第一次期中考

试，那是上大学后的第一次物理期中考

试，我们班居然有近一半同学不及格，昔

日的高考高手们被清华老师措手不及给了

一个“下马威”，懂得进了清华不可骄傲

自大、更不能懈怠掉以轻心。

 “沸腾操场” 是清华第四个人文景

观。每天一到下午四点半，学校操场上、

教室内的所有喇叭就会响起：“同学们，

体育锻炼的时间到了，走出教室、走出

宿舍，到操场去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

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学校图书馆关闭，

教室熄灯，宿舍督查，同学们几乎全部都

到操场参加体育锻炼。“8-1＞8”成为同

学们的共识，体育锻炼也成为学习之余

好的调整和放松。操场上荡漾着青春的活

力，同学们在跑道上成群结队、汗流浃背

地跑步，在操场内乐此不疲地踢着足球。

操场内几十个足球飞舞，居然井井有条，

混而不乱。当时担任电机系学生组长的李

凤玲老师对学生体育抓得很紧并卓有成

效，不但建立了系田径代表队，还大力推

动系学生会组织一年一度的“蓝光杯”足

球赛、“白光杯”排球赛、春季短跑赛和

冬季长跑赛等。我被清华的体育风气和体

育精神所感染，忘记了自己在高考前参加

中学越野赛“胃出血”的惨痛教训，违背

了医生决不能参加体育运动竞赛的忠告。

为了班集体以及电机系的荣誉，我大学一

年级第一次参加系运动会就打破了电机系

400米的纪录，此后多次代表电机系参加

校运会，为系争得了荣誉，并与队友孙

路、李华强、滕达、钟明博等合作，多次

为电机系获得4×400米接力的好成绩。在

我的运动成绩记录册上，多次签有我校著

名体育专家、前辈夏翔教授的名字，成为

我与清华



812012年（下）

我在清华进行体育运动的珍贵纪念。

“卧室夜谈”是清华的第五大人文景

观。学生宿舍每天晚上22:30熄灯，洗漱

完毕后躺在宿舍的床上自由自在地“卧

谈”便成了清华一景。谈天说地、说古论

今；谈球论棋、趣闻轶事；君子之争，无

所不谈，无所不辩。不服气就多看书报，

找更多论据，来日再辩。时间长了督促同

学们关心时事多读书，加强交流多思多

辩。难怪许多人说只有住在了学校过集体

生活，才算是真正的上大学。但我们的

卧谈不是无所节制，更不能随心所欲，

23:15以后，如果还在大声辩论，系里团

委的纪律委员组成的纪律检查小组就会敲

门：“休息啦，不要影响他人休息和第二

天学习。”不听劝阻严重者，第二天就会

在食堂门口的板报上被点名批评，影响先

进集体的评选。我到清华后的第一项社会

工作就是做班团支部的纪律委员，轮到值

班就在熄灯后挨门挨户地检查，还要在食

堂抓不排队、夹塞的同学。这些措施不但

改善了同学们学习生活的环境，还培养了

学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

律能力。

“熙攘食堂”是清华第六大人文景

观。当年电机系同学就餐在第六食堂，位

于西大操场北侧。同学们中午就餐时间比

较集中，下课时间一到就骑着自行车飞向

食堂，排队买饭，吃饭基本上都是端着饭

盒站着吃。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行粮食定

量供应，男生每月34斤，其中18斤面、9

斤米还有7斤粗粮，男同学不够吃，就找

女同学支援。卖饭的大缸、炒菜的大铁锹

和大铁锅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为

了搞好伙食，学校和各系都成立了学生参

加的伙食管理委员会，还定期组织各班

“帮厨”：清晨卖油饼、卖米粥和玉米面

粥，同学们逐渐形成了尊重食堂师傅劳

动、增进相互沟通和理解的良好习惯。食

堂还是我们同学相互交流、组织大型活

动、获取各类信息的地点，也是学生干部

找人、谈事、推动工作的重要场所。

“车轮滚滚”是学校第七大人文景

观。每天学生上下课高峰时，校园内自行

车车轮滚滚，人头攒动，好不壮观。清华

校园之大、宿舍教室间距离之远，超出一

般人想象，基本上学生、老师每人一辆自

行车，自行车自然成为学生、教师的主要

交通工具。学生的自行车性能并不太好，

缺铃少闸，时有碰撞，撞了车的同学并不

相互埋怨、吵架，“行胜于言”，扶起自

行车各自走人、各自修车，形成一种对时

间效率的共识和宽容谅解的文化。自行车

扩大了同学的活动范围，我们时常骑车去

五道口外文书店、中关村体育用品商店和

新华书店，有时班集体还组织骑自行车郊

游香山。自行车集体活动规模 大的一

次，是学校团校组织了200多人骑自行车

集体去怀柔参加团校活动，收容的卡车尾

随自行车大队成为一大景观。作为工科学

生，自己动手修理自行车，成为家常便

饭。补胎、换机油、整圈、调链条，样样

都会，自得其乐，其乐融融。有时我们还

为全系同学提供修理自行车服务，不但提

高了动手实践能力，还培养了服务同学的

意识。

“金工实习”是培养工科学生实践能

力的必要环节，被称为清华第八大人文景

观。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为期8周每天4

小时的金工实习是工科学生的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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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真枪”车、铣、铇、磨、铸、焊、

钳样样都干，我们终身难忘。经过金工车

间全面“锤炼”，每人制作了一把标有学

号的不锈钢小锤子，我的那把至今珍藏在

家中。我们还参加了参观实习（密云水

库），认识实习（天津军粮城火电站），

毕业实习（浙江富春江水电站），还亲自

动手在学校西主楼电机系馆参加“动模实

验”，精良的设备，一流的实验员，不但

培养了大家工程实践的动手能力，更使我

们对电力科学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学校

还专门建立了学生科技协会和三联科技开

发中心，支持学生开展课外科技活动。我

有幸担任了三届学生科协的秘书长和一届

三联中心的总经理，为全校的学生科技实

践活动付出了汗水。

“毕业典礼”是清华的第九大人文景

观。毕业典礼是学校 为隆重的典礼，毕

业生身着统一的礼服，步入毕业典礼大会

场。盛大的典礼之后，每个毕业生都要

由校长亲自拔转标志毕业的学位礼帽上的

“穂带”，与校长合影留念。2001年清华

大学九十年校庆后，学校的毕业典礼都在

综合体育馆内举行。毕业典礼前后那段时

间，学校到处可以看到穿着学位服、即将

奔赴祖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毕业生们。他

们在美丽的清华园与老师、家人、同学合

影留念，把难忘的一刻留住珍藏。我们本

科的毕业典礼1986年7月在学校主楼后厅

召开，简朴而隆重。高景德校长为我颁发

了毕业证书，学校宣传部的摄影师拍下了

这一历史时刻，成为我永远的珍藏。当时

我们没有统一的毕业礼服，同学们穿着各

自 好的服装参加毕业典礼。虽然现在看

上去有些“土气”，但从相片上可以看出

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从2003年开始，每

年春季研究生，夏季本科生、研究生共三

次毕业典礼上，学校都会邀请一位杰出校

友在学生毕业典礼上演讲，这是学校给杰

出校友的 高荣誉。

“清华校庆”是清华的第十大人文景

观。每年4月的 后一个星期天，清华园

内彩旗招展、鲜花盛开，校友们怀着喜悦

的心情回到母校，这是清华园内 盛大的

节日，是清华园内 壮观的人文景观。在

校庆日这天，学校举办一年一度的学生运

动会、“挑战杯”学生科技成果展览、学

生艺术团汇报演出、各院系的实验室开放

（供校友及中学生参观）、校友论坛及各

种庆祝活动，数以万计的校友尤其是秩年

（毕业逢十）校友从海内外返回母校、回

到美丽的清华园，向母校汇报、与同窗交

流，体现了清华巨大的凝聚力。校友对学

校校风、校训等文化传统认同度非常高，

例如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认

同度高达99.2%，对“行胜于言”校风的

认同度高达97.9%（清华校友总会调查，

2007 年）。朱镕基学长为清华80周年校

庆所题写的“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

育我，终生难忘”就是对母校感情的真实

写照。

大学 根本任务是培养学生，学校

宝贵的财富是校友，越来越多的院系在毕

业典礼、开学典礼和各种座谈会上，邀请

本院系杰出校友参加，加强校友与学生的

互动，创造各种条件帮助学生尽早认识自

己的发展方向，树立坚定的信念，从而进

行正确的人生选择、及早开始优势积累。

校友资源已经成为学校“文化传承、就业引

导、助困励学、教育研究”的宝贵资源。

我与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