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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李商隐，不写“相见时难别亦难，东

风无力百花残……”他把伤感表示在这三

张照片上，希望我们在国外，不要忘掉自

己是中国人，要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为己

任，饮水思源，他以身作则，想到清华的

喷水泉，供给他多少甘饮。他虽然没有机

会再回到清华园，可是他在思念那成长的

地方。

也许他认为我在国外，有机会和大陆

联络，他希望母校的师生们知道他对清华

的情怀。不是也许，而是必然。他发表回

忆录，得到一笔钱，完全捐给海峡两岸的

清华大学作为奖学金。多伦多清华校友会

举办庆祝校庆聚会，有一年还有一位奖学

金得主和我见面，很可惜他居然对孙立人

的故事一无所知。...........

..........2016 年 3 月

1988 年，新竹清华大学洪同教授（左 1）
等到孙立人（左 2）家中搬运专门为新竹清华
园培养好的花苗，右 1为作者

李 恩 元 同 志，1927 年 12 月 出 生，

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至1951年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学习，

1951年至1990年历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

系党委书记，北京轻工业学院院长、北京

联合大学校长。1992 年 2 月离休。2016 年

4 月 25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9 岁。本文

2013 年 5 月刊登于北大工学院网，现转载

于此，以示纪念。本刊有删节。

炎夏的午后，我们推开了李恩元老师

的家门，同行的还有黄文一女士，比老先

生晚两届的工学院师妹。和所有老一辈知

识分子一样，李老师的家中陈设简单、老旧，

满墙的字画带来扑鼻书香。在黄女士与李

恩元的寒暄中，仿佛看到了历史交错的痕

李恩元：用一生书写“实事求是” 

○许懿方　崔兰溪

李恩元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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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时光倒流回到几十年前，他们初相见

时的青春年华。我们默默地端详着这位年

事已高、头发花白，但精神依然矍铄的老

先生，满怀期待地想知道关于他更多的故

事，那些沉寂已久的历史，和老北大工学

院不朽的诗篇。李老师夫人泡的茶散发出

淡淡清香，水中茶叶不停地旋转中，我们

开始了对历史的探访。

（一）

抗战胜利后，1946 年北京大学从昆明

迁回北京，当年 10 月，李恩元成为北大先

修班的一名学生，1947年入读北大工学院。

“那时我选的是工学院土木系水利组。

一年级在东城沙滩理学院上课，住在沙滩

红楼，二年级才到西城端王府。当时北大文、

理、法学院在沙滩，工学院在端王府，医

学院和其他院系都分散在北京各个地方。”

这是李恩元对北大工学院最初的记忆。

李恩元从重庆考来北大，抗日战争刚

刚胜利，北大、清华在重庆设了招生点，

李恩元报了名。考上之后，他与同伴从重

庆坐轮船到上海，又从上海坐轮船到塘沽，

最后才来到北京，几经辗转。“那时候坐

轮船，前后走了快一个月，很不容易。”

李恩元说。

“本来我想念文科，但是 1947 年有了

工学院，我就找教务长签字改念工学院。”

这样的选择或许与时代有关，李恩元轻描淡

写说道。就这样成了一名彻彻底底的工科生，

李恩元也开始了他在北大的求学之路。

（二）

北大求学生活快乐而充实。“各门课

程考试的平均分数只要过 70 就有奖学金，

我都过 70，每学期如此，家里也没有太多

负担。”李恩元欢快地回忆道，学生住宿

也很自由，宿舍由自己选，他选择住到了

红楼。

“那个时候，除了学习就是参加学生

运动。”李恩元参与了很多学生活动，也

是学生运动的骨干。提起学生运动，他记

忆犹新。“当时大学生进行反饥饿游行，

每个学生每月得到国民党三分之二袋面粉

的补助。我们就把多余的面粉卖了，卖的

钱拿来买油印机、印传单，进行反蒋、反

内战宣传。北大工学院的队伍都很积极，

沙滩和工学院都是进步力量雄厚的地方。”

除了求学，李恩元的职业生涯也始于

北大。1948 年入党，1950 年还是学生的李

恩元便做了工学院的党支部书记，同时是

北大党委委员。“我那时候一边念书一边

做党的工作，工学院所有教工和学生党员

建立一个党支部，当时胡启立是支部委员。

北大工学院党员人数少，每个系都由党员

来做教师、学生的工作，有的教师的工作

也是由学生党员来做。工学院化工系从美

国回来的名教授傅鹰，我就直接负责做他

的工作。”

“解放初期，有一些教师比较崇美、

亲美，因此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对北京高校教师做

了两天报告，晚上有晚会唱京戏，毛主席

去看了。这些我都参加了。工学院的教师

都积极参加运动，其中傅鹰成了思想转变

好的典型，到清华，到沙滩，到各地作报告。”

回忆往事，一切历历在目。

1951 年，李恩元完成学业，留校继续

从事党的工作。其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

反、五反等运动不断。李恩元在北大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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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了完整的大学岁月，青春年少、思想飞

速成长之时，北大给了他精神的养料。

（三）

随着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李恩元到

清华大学担任党委常委，负责统战工作，

主管各系党的工作与学校工会工作。李恩

元介绍，清华工会是 1953 年重新恢复建立

的，当时校长蒋南翔要求对学生政治思想

工作通过团的系统来做；要求把工会做成

大统战，教师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通过工

会系统来做，团结百分之百。学校党委安

排了许多党外人士包括一些老教授做工会

工作，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系和教研室

的工会负责人参加系、教研室的核心。系

有一位副书记负责工会工作，教师和职工

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都由工会安排，组织

生活普遍过得很认真。“这种架构，其他

学校表示很难做到。”李恩元说。

在一次有全国各高校工会负责人参加

的全国教育工会会议上，李恩元介绍了清

华的做法，当时全国教育工会主要负责人

主张学苏联搞“生产会议”，对清华的做

法当场发生争论。后来中宣部找李恩元了

解后，明确讲清华的做法是对的。

（四）

1951 年，李恩元从北京大学工学院水

利组毕业，1952 年院系调整转入清华大学

工作，之后的 30 年中，任清华党委常委、

水利系、工程物理系、工程力学系等院系

党委书记，办过水利、机械、原子能、力

学等类专业。

虽然水利专业出身，但李恩元一辈子

搞水利业务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是去清华

的头几年。

如今李恩元已 85 岁，说起当年组织学

生毕业设计，设计华北第一大水库密云水

库的情景仍然精神抖擞，一切历历在目。

“我知道密云水库蓄不满，再大的水

也蓄不满。留的余地很大，保险系数很高！

一点问题都不能出，一出了问题，北京东部、

通县那一带就完了，天津也淹了，那不得

了。”李恩元这样形容密云水库对设计的

高要求。

1958 年，正值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进

行大跃进，破框框，放卫星，大搞教育革命，

清华一些系都停课了。李恩元一直琢磨水

利系 8 字班的毕业设计怎么搞。

“苏联的毕业设计是模拟的，不解决

什么问题，最后答辩通过一下就可以了。

那时候是完全学苏联照搬。搞教育革命，

我们觉得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

针要找突破口，就要从毕业设计承担真实

的工程任务入手，真刀真枪。”李恩元说。

1958 年初，李恩元和当时的系主任张

任为此找到水利部，寻找做毕业设计的工

程项目。水利部刚好有一个难题，密云水

库要动工，但是北京设计院承担不了设计

任务。他们当即为水 8 班毕业设计承接了

这一任务。此外，还有一些中小水库任务。

2003 年，凤凰卫视为录制清华老校长

蒋南翔诞辰 90 周年的专辑，专门找李恩元

谈密云水库的事情。他说那时候正大搞教

育革命，“选择真刀真枪进行毕业设计作

为突破口，能反馈检验各个教学环节的问

题，进而促进带动整个教育系统深化改革”。

说起教育理念，李恩元颇有些激动。

“设计密云水库责任太大了，密云水

库一出事，问题就大了！”有人甚至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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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班房”。清华水利系内部引起了极大

争论。最后开展了个辩论就叫“上马之争”。

副系主任张光斗刚从苏联回国。那时

候水利系内真正搞过工程的教师很少，包

括张光斗，也只在四川搞过很小的水电站，

教师这样，学生更不用说。“设计密云水

库的确风险很大，不同意见自有他的道理，

完全可以理解。”李恩元说。

“后来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敢于这样

干？”李恩元说，这得益于当时北京市委书

记刘仁说的一句话：“别人热的时候你要冷

一些，别人冷的时候你要热一些。”李恩元

在工程上马之后，由热变冷，采取了“冷”

的措施，并且是彻底的“冷”。李恩元在密

云水库教师学生动员会上宣布：“密云水库

设计，一，不搞技术革命；二，不破框框，

要完全按国家规范设计，有系列规范；三，

学生毕业设计在教师辅导下进行，建立层层

审核责任制，学生按教学要求轮换作业，由

教师辅导组负责实施。”同时，为确保密云

水库安全，万无一失，核定按照抗八级地震

设计，九级校核，即可抗九级地震，有历史

资料记载八级地震在密云出现过；水库按千

年一遇洪水设计，万年校核。北京设计院提

供了全部地质、水文资料。这样，按国家规

范设计，教师辅导学生独立查资料、查规范，

同时，电机系、土木系、建筑系分别派来教

师，再在北京设计院派来工程师帮助下，设

计顺利进行。大家积极性很高，进展很快，

水 8 班半年的设计，一般设计院要两年。这

样，密云水库得以在1958年秋按期动工。

1958 年修的水库，在河南有一次发大

水垮了很多，而同时期修建的密云水库如

今仍在使用，而且离当初设计的 66 米高、

44 亿立方米的库容还差很远。

工程设计，设计院是分工设计，岗位

单一，而学生设计按教学要求则要求轮换

作业，从原始资料到规划、初步设计、技

术设计、施工设计，学生都要掌握，在轮

换中实行相互校核，组织工作非常繁重。

所以当时的口号叫“真刀真枪、按人头算”，

即每一个学生都要达到教学要求。最后每

人完成五张大图纸，还要经过答辩委员会

的答辩。

密云水库按期动工，20 万民工，1 万

解放军昼夜施工。8 字班学生毕业了，9 字

班接力做设计。派出多批由教师学生组成

的“设计代表组”驻工地，任务是：一按

图纸施工，二检查施工质量，不合格的返

工。学生轮流去工地现场，教师也是轮流

去。周总理看了水 8 班毕业设计展览，赞

赏不已，时任清华校长蒋南翔也在《红旗》

杂志发表文章《真刀真枪毕业设计》，后

来引起全国学习。

从清华到密云水库工地 100 多公里。

李恩元 1958 年就有了驾驶执照，他有时不

带司机，自己把清华汽车班的车开出去，

两个小时到达工地，平均两天去一趟。

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密云水库工程

指挥部要反右倾，提出要修改设计，要缩

小水库大坝剖面，减少土方量，以加快施

工进度。指挥部文件和工地报纸要批清华

设计右倾。李恩元和清华党委负责人到市

委，和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万里辩了一天，

问题没有解决，最后经水利部报到周恩来

总理那里，在周总理指示下，才按原设计

继续施工。

密云水库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周总理

专门组织中央各部部长坐火车去密云水库

看看，说密云水库跃进是成功的，李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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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前往并讲解。

李恩元反复说到一句话：“别人热的

时候你要冷一些，别人冷的时候你要热一

些”。他说，这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仁

的话，自己十分认同，他觉得“很符合辩

证法”。

密云水库最终于 1960 年建成，直至今

日，该水库担负着供应北京、天津及河北

省部分地区工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任务，

成为首都最重要的水源。

（五）

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李恩元

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他参加过

四清，住过“牛棚”。1970 年，李恩元正

拖家带口在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突然被

通知回校。

“清华在搞汽车厂，搞教育革命，《人

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讲毛主席亲自抓，

厂带专业，生产 727 汽车。”

“那时候清华全校所有人力、物力、

财力都在集中建汽车厂，生产727卡车。”

李恩元被调回校做清华汽车厂党委副

书记（党委书记是军代表）、革委会主任。

妻儿以及有病在身的母亲都留在了鲤鱼洲。

“大概是当时生产 727 汽车出了点问

题，紧急调我回来要解决问题，那是全校

第一号的任务。我根本一点思想准备都没

有，在下面就是天天劳动。”

清华汽车厂由机械工程系（包括汽车

专业），和多个车间组成。回来以后，李

恩元就仔细了解了汽车生产的全部过程情

况，包括机械工程系和汽车专业的全部情

况。汽车出厂以后他就亲自驾驶去试车，

晚上从清华开到八达岭，来回试。

“这车性能相当好，马力比解放牌卡

车大，驾驶、操作灵活，视野宽广，高速

平稳，比解放牌汽车好。”但是，车的零

件很多市场上买不到，都要自己生产，自

制率太高。生产量小，成本高，卖一辆赔

一辆。那时候是用手工敲打，工艺落后，

废品率特别是发动机的废品率高。汽车是

现代大生产的产物，这不是一个学校能够

生产的，大企业才能生产。生产少量可以，

但是要继续下去很难。

这样，到了 1972 年，出厂了 100 多辆

汽车，北京街头可以见到 727 车的身影。

一天晚上，迟群、谢静宜二人找李恩

元谈话，他们问汽车厂怎么办？“不管他

们什么态度，我直接了当地说‘下’。就

是下马。”迟、谢说能不能够下一部分，

或者底盘保留，或者发动机保留。李恩元

详细讲了意见，最后说：“只有全部下”。

“你们问谁能批这个下马啊？我说谁

也批不了！”没过多久，727 汽车悄无声

息地下马了。

（六）

从1951年毕业留校，1952年转入清华，

直到 1982 年后先后调往北京轻工业学院

（现北京工商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任校长，

李恩元直至离休，始终担任着党政领导的

职务。而他最念念不忘的，恰是那段干业务、

发挥所学之长的岁月。

探访结束，我们合照留念，李恩元的

谦和与热情让后辈感受到了无可言说的温

暖。那种工科生低调质朴的作风感染着我

们，也像思想的春风润物细无声，留给后

来人细细体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