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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校长与清华学堂
〇刘小石（1952建筑）

最近在《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一书

中读到刘达校长写的《我与清华》一文，

读后不胜感慨。刘达同志在“文革”结束

后不久，清华还处在十分混乱和困难的时

刻，来到清华主持工作。

他在文章中讲到：“‘文革’不仅造

成清华各方面工作的极大混乱，而且也给

校园带来了严重破坏。许多重要的历史性

建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如科学馆屋

顶被烧，二校门被拆，清华学堂这个清华

有史以来首批校舍的主体建筑，其门窗和

地板被拆得破烂不堪。‘文革’结束后，

有些同志从经济上考虑，主张把清华学堂

和西院拆除，我没有同意。我主张在保留

原貌的基础上给予修缮”。“清华学堂便

是清华历史的见证，它蕴涵了清华的过

去，也蕴涵了清华的传统，清华能从中吸

取奋进的力量”。

在实现这个主张的过程中，刘达同志

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他就给我写了一个条

子，大意是有人要破坏清华学堂，要把它

拆掉，要我研究一下。当时，我是土木建

筑系的负责人，我打听了一下，原来这个

要拆除重新建的主张有一个似乎很有道理

的依据，那就是在唐山地震之后，北京提

高了抗震的要求，要达到可抗八度烈度的

标准，这就需要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而

清华学堂是砖木结构，所以需要拆除。

为此，我邀约了系里工程结构等几个

有关教研组十来位富有专长和经验的老

师，还约了学校负责修建工程设计的负责

人和负责修建施工的负责人，一同去清华

学堂作现场勘查。我估计这个达不到抗震

烈度八度的意见大概是出自技术室的工程

师，所以要和他们一道去调查研究。到了

现场我们里里外外边看边议，门窗地板的

确都损毁得破烂不堪，墙体也有裂缝，但

都在窗下墙中，现场看完后我们又到甲所

会议室讲行了讨论。老师们的意见很一

致，唐山地震后清华学堂的墙体发生了裂

缝，但都在窗下墙中间，这窗下的墙上面

只有窗户，属于非承重的维护结构，而承

重的砖墙主体是大体完好，可以修复继续

使用。唐山地震后把北京原来规定的抗地

震烈度从七度提高到八度，但这是对新建

建筑的要求。

土木建筑系老师的意见对刘达同志的

主张作了有力的支持。讨论中对保护历史

文物这个主题都未提到，其实这是心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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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的，清华的老师对清华学堂都有深厚的

感情。对这个意见，技术室和修建队的同

志都无异议，我就给刘达同志写了一个报

告，我签字后也请技术室和修建队的负责

人也签了字，最后交给刘达同志的秘书就

算交差了。就这样，拆除新建的理由就被

否定了，刘达同志坚持修缮保护的主张使

清华学堂得以保留。

会后我从老师们的讨论中得知了此事

原委。如果要修理加固就要由技术室来作

设计，老房屋维修加固的设计是很麻烦的

事，要对现状仔细调查才能作出设计，

而施工修建就要由学校的修建队来承担，

这也是一件费事费力的工程。如果拆除新

建就会委托校外正规设计单位和施工公司

来承包，学校里的技术室和修建队就没有

事了，可谓省力省心。这幢砖木结构的老

房，拆除后屋顶和楼板的许多木材就会成

为“废料”，那都是干透了的美国红松，

还是打家具的上等材料……

今天，在纪念清华百年的时候，我们

不能不缅怀刘达同志在“文革”以后主持

清华工作、拔乱反正把清华引向正确轨道

的历史功绩，我们的心情也正如刘达同

志20年前写的一样：“如今清华学堂经历

了八十年的风风雨雨仍然矗立在那里，迎

来又送走一批批清华学子，这使我感到无

比的欣慰。每次走近它，我都感到特别亲

切，心中总会涌起一股依恋之情。”

                2011．04．08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孙立人将军及其晚年的大陆情怀
〇李传玺

2010年12月８日，是孙立人将军诞辰

110周年。为纪念这位抗日名将，将军故

乡安徽庐江有关部门扩大修复了其故居，

并重新对外开放。孙将军的两位儿子及其

他亲属，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其他方

面人士前来拜谒。作为对将军心怀敬佩的

人，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对将军强

烈的报国爱国之心，尤其是晚年的大陆情

怀有了更深的认识与体会。

赫赫战功下的报国情怀

1900年12月8日，孙立人出生于安徽

巢湖庐江金牛镇，并一直在此度过童年，

５岁生母去世，７岁入家学，９岁随在山

东青岛任知府的父亲去青岛上学。1923年

在清华学校毕业后，去美国普渡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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