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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我们在整理时也是轻拿轻放，小心翼

翼地延续着对图书的这份关爱。将300多

册线装书整理后，剩余目标是散放在走廊

里的满满三大纸箱各种他人著述。这些书

大多是冯友兰先生在世时友人相赠的著

作，所以其中也不乏梁启超、胡适、钱穆

等知名学者的重要论著。待到一鼓作气全

部录完装毕，长出一口气时，已是暮色降

临的时分了。

望着21箱整齐码放的图书和手中1066

册的详细清单，尽管腰酸目眩，但我们心

中的快意和欣慰远远胜过一天工作的劳

乏。临别之时，袁欣转达馆长向宗璞老师

承诺，将在清华图书馆老馆内辟出一间

房，建设成为冯友兰纪念室，用她同时捐

赠的书柜专门摆放这些图书，以供清华学

子参观和阅览，让这些书籍继续发挥应有

的作用。宗璞老师表示，在纪念室布置好

后，一定亲自前来参观。

迈着略显疲惫的步伐离开“三松

堂”，一路上回想这次难得的理书经历，

是作为一名特藏部馆员的幸运，更是今后

工作的强劲动力。因为我们的职责，就是让

书香延续，为文化传承尽一份绵薄之力。

今天是2012年5月1日，上午我和家人

一起在父亲病房切生日蛋糕，祝贺父亲

的100周岁寿辰。父亲活过了一个世纪，

太难得，太了不起了。陪伴老爸的这些日

子让我深深体会到，活过一个世纪需要怎

样广阔的胸怀和坚强的意志。爸爸，我爱

你，我衷心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父亲的人生几乎横跨了中国整个动荡

的20世纪，也见证了中国在21世纪的崛

起。近几个月来，我应邀参与了中国科协

发起的老科学家历史材料的采集项目，在

国内外走访了多个父亲早年生活和学习的

地方，一路走来感触至深。在父亲百岁寿

辰之际，我感到无比激动和喜悦。我想在

这里介绍父亲年轻时代做的两个对他一生

影响 大的选择。

今年春天，我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在

大学校刊上看到一条发表于1937年5月27

日的新闻，报道了哈佛工学院授予父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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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父亲张光斗百岁寿辰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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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张光斗摄于哈佛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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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的张光斗、钱玫荫夫妇

数名研究生1937—1938学年度的奖学金。

那年春天，父亲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留美期

间的第二个硕士学位，完成了清华公费留

美的两年学习。导师挽留他继续深造，并

保证他一年内即可获得博士学位。征得清

华校方同意后，父亲决定继续学习，他通

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获得了上面提到的

一年奖学金。但是就在那年暑期，发生了

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面临国家的危难，

父亲毅然决定终止学业回国抗日。导师曾

多番挽留，但父亲意念坚定， 终导师感

于其深厚的爱国情怀，理解并支持了他的

决定，并致信给他说哈佛大学的大门永远

对他敞开。

父亲用清华发给自己的回国旅费买了

四张船票，和另外三位留学生一起从加拿

大温哥华上船，经过三周航行到达香港。

父亲一心想参加水利电力工作，为抗战提

供能源出力。他辗转来到南京，找到当时

的国防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争取到了赴

四川省长寿县龙溪河水利发电工程处工作

的任命，但需自己设法从南京去四川。当

时正值战乱，交通困难，他在南京到处求

人也买不到船票，后来还是他在加州大学

的学长、导淮委员会的徐恺总工把父亲带

上单位内迁的小轮船，载他到江西九江，

这时离南京大屠杀只有一个多月。父亲又

从九江乘船到达汉口，遇见两位交大校

友，他们已困在汉口一个多月。父亲到达

汉口的第二天，侥幸花高价从一位商人那

里买到一张去重庆的船票，尽管上船后被

带到厨房后面的储菜舱，父亲还是觉得运

气很好。到达重庆后他又雇了三名挑夫，

走了一整天才到达龙溪河工程处。从7月

到11月，父亲走了4个月，历尽风险和磨

难，终于回到祖国，找到了抗战工作，他

对此十分满意。父亲在25岁那年面临国家

危难，做出了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选

择，从此开始了他和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

设的一生不解之缘。

父亲回国后做出的另一个重大决定，

就是向我的母亲钱玫荫求婚。我的母亲出

身于书香门第，外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社会学博士，回国后任上海沪江大学教

授，主办上海工人夜校“沪东公社”，是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知名的进步社会学家，

不幸于1934年英年早逝。1937年初，父亲

在美国读书期间经交大同学介绍和正在沪

江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的母亲通信。1938年

冬天，父亲经香港到上海去见母亲，当时

母亲已大学毕业，在沪江大学附中教书。

母亲美丽聪慧，在大学里是很多男同学们

追求的对象。我至今仍然想象不出父亲如

何能在第一次见面期间就让母亲接受求

婚，并答应赴四川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

8月，母亲在舅舅陪伴下经香港、越南、

昆明到达四川长寿。同年10月25日，父

亲、母亲在长寿工程处举行婚礼, 由施嘉

炀先生证婚。

婚后，父亲被派往万县让渡河水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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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处当主任。工程处借住袁家祠堂, 阁楼

下作办公室, 阁楼上住家。父母住在一间

简陋小屋，窗外是牛粪场，臭不可闻，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从小生长在繁华大上

海的母亲，为了爱情毫无怨言地支持父亲

的工作。1940年，母亲在万县电厂防空洞

里待产，父亲等了数日，因工程事忙回了

一趟工地，但就在那时母亲分娩了。母亲

因血压高昏迷，孩子生下来不哭，助产妇

无能为力, 女婴夭折。父母失去了第一个

孩子，非常伤心，父亲感到很对不住母

亲，但母亲却未多责怪。1943年母亲再次

怀孕，父亲却被派往美国坦河流域局学习

修建大型电站，为战后建设作准备。母亲

为了国家建设, 支持父亲去美实习，独自

一人留在四川工地工程处做资料工作，于

1943年冬生下一子。父亲为不能陪在母亲

身边很是歉疚，母亲却依然毫无怨言。

1945年父亲回国时哥哥都快满两岁。我是

家中唯一在医院出生而且出生时有父亲陪

伴在身边的孩子。美丽柔弱的母亲还在农

村学会了养羊、种菜，把艰苦的日子过得

有滋有味。她养鸡种菜的本事在物质缺乏

的60年代还大派用场，保证了我们兄妹长

身体的营养。母亲和父亲相濡以沫六十多

年，历经了人生的起伏跌宕，无论在多么

恶劣的境遇下，母亲始终无怨无悔地支持

父亲的人生追求和事业，无微不至地照顾

父亲的生活，同时也是父亲 亲密的人生

知己和强大的精神支柱。

父亲从年轻时代就建立了坚定的人生

志向，并坚定不移地为此竭尽毕生精力。

他得到美丽聪慧的母亲一生无怨无悔的爱

和理解，相濡以沫六十多年。这样的人生

是多么幸福和美好啊！

寿资深院士
张光斗老师百岁华诞*

○王世夏（1959水利）

（鹤顶格七律）

祝
4

诗自咎献公迟，

张
4

弛生涯耄耋时。

光
4

耀水工聆课业，

斗
4

量车载记珍奇。

老
4

彭百岁何言老，

师
4

表千秋永是师。

长
4

盼清华青鸟信，

寿
4

星明亮慰离思。

*今年是我敬爱的张光斗老师百
年华诞。我在母校学习期间，不但主
要专业课“水工结构”有幸全程聆听
张老师讲授，最后一学期在密云水库
白河主坝现场设代组“真刀真枪毕业
设计”，也是在张老师亲自指导下完
成并随即交付施工的。我对张老师真
是有特殊的感情，为此撰写了一首祝
寿的七律，聊表寸心。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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