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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个大课堂
〇[加]李景风（1957机械）

清华学生没有架子，没有书生气，而

不是它的反面——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这是社会上对于我们清华学生的赞誉，简

朴通俗。同时，这也是对于清华教育工作

的高度评价。清华培养的学生，不仅技术

知识上过硬，而且和群众很有亲和力、有

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 

蒋南翔校长和校、系其他领导，始终

都把学生的实习作为培养红色工程师的重

要一环，始终把社会和工厂当成学生学习

的一个重要的大课堂。让学生学会理论

联系实际，学会和群众打成一片，锻炼从

实际出发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全校每年

都有总结和经验交流大会，奖励先进班、

组或个人。每个班级实习出发前都要举行

动员大会，系和教研组领导亲自参加。同

学们对于实习早就做好准备，人人摩拳擦

掌，个个跃跃欲试。 

和群众打成一片 

我们那次去实习的地方是刚刚建成

的、当时技术上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

厂。 

在从北京到长春的列车上（历时约30

小时），我们的同学主动和列车长联系，

在车上演出当时非常流行的侯宝林的相声

《夜行记》（一个不守交通规则的骑车人

的故事），帮助送茶送水，帮助拖地板搞

好车上的清洁卫生等等，气氛十分活跃。

当车上的乘客知道我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时，都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 

由于我们50多位师生的到来，给分厂

食堂增加了很大的负担。我们的同学就主

动轮流帮厨，开饭时让车间的职工排在前

头。我们还和车间的团组织和工会联系，

开联欢会，演出相声、哑剧以及唱歌等

等，在和车间工人比赛篮球时，同学都去

当啦啦队。 

在8周的实习期间，我们还利用周

末，三三两两去工人或车间的技术员或领

导的家里访问，他们都很欢迎我们。除了

谈家常，他们还给我们讲了建厂过程和开

工生产中遇到的许多有趣故事。 

通过这些活动，一下子就把车间上下

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大家亲如

一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他们主动地教

我们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我们也帮助

一些工人学习看图和画简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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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钟”的巧用 

工厂的全套设备都是苏联供应的，一

些本地制造的辅助装置，也全是按照苏联

的图纸加工的。要知道，这原本都是根据

他们的平均身高和力气，给他们的工人

“量身度造”的。在生产调试中就发现：

我们中国的工人使用起来，有些就很不顺

手，甚至无法操作；有的则劳动强度太

大，吃不消。在做了一些补救措施之后

（如：将操纵杆改造，在工人的脚下加上

站台……），虽然也可以投入生产，但是

这些设备的劳动生产率到底应该定为多

少? 同时通过对于生产（例如造型）过程

各个工序的测算、比较和分析，能否从不

同的工人中发现先进的操作方法，或者在

辅助工序、加工工序中发现薄弱环节，作

为下一步技术改造的首要对象。 

我们需要实测一下生产率和更详细的

各个工序所消耗时间，但是学校没有给我

们测时工具，我们同学中有手表的又极

少，于是有同学就想起了自己身上的生物

钟——脉搏。每个同学都先测一下，确定

自己每分钟正常心跳是多少次。这样的准

确度对于确定（例如造型机的）生产率是

足够的。 

要知道车间面积有多大？我们也有了

办法，不用量，看一下外墙有多少根柱子

就行了。因为厂房设计都是标准的，柱距

是6米或6米的倍数。知道了总产量也就知

道了这个分厂的单位面积产量。从而给我

们的后续课程——“车间设计”积累感性

的认识。 

一些外国人来厂参观以后，都说我们

厂的生产能力是4万辆解放牌汽车，而不

是3万辆。有一次我们问孙总：人家是怎

么算出来的? 他告诉我们：这些人，一是

整个分厂他们都会走一遍；二是在关键设

备（例如汽车的心脏——发动机的汽缸体

的专用造型机）前停下来，有的把左手握

在右手手腕上，仔细地观看我们的工人完

成2—3个铸型。就这样：走一遍，看见有

多少根柱子或者数一下脚步也就知道了厂

房面积，乘上通常的产能指标，这就是大

概的产量；停下来，把左手握在右手手腕

上，实际上是在按脉搏数时间，这就可以

估算出更为准确的产量。我们工厂的设计

年产量是3万辆，是一个保守的数字，苏

联在设计时给我们留了很大的余地。 

我们听了都很高兴，这些外国人使用

的方法，我们都想到了，用上了。我们学

会了在困难面前，自己动脑筋解决问题，

在实践中变得更加聪明起来。 

以群众为师的小学生 

每次实习，时间宝贵，指导老师都会

提前到工厂熟悉情况，准备好严密的实习

大纲和实习计划。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

安排是请工厂和车间的领导、工程师、

技术员和劳动模范讲课（那时也叫作报

告），他们都是建厂“元勋”，介绍的新

技术以及他们在生产中积累的经验，非常

丰富、具体而生动。每次结束的时候，同

学们总是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总是嫌时间

太短。孙副总工程师在报告中说到，虽然

苏联帮助我们，但是要变成我们自己的东

西，还需要靠自己付出很大的辛劳和智

慧。例如，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生产出

来之后，青藏公路正等着要，可是送过去

却发现，它们无法在空气稀薄、缺氧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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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行驶。又如，使用国产优质原料本溪生

铁生产的毛胚——铸件还是出问题。再

有，一位刚从技校毕业的姑娘彭映蓓，建

厂时负责分厂108条传送带的定位工作，

安装结果：一次成功，位置准确，衔接无

误，被苏联专家誉为奇迹。她是怎样做到

的呢？问题大小无数，一个接一个，但是

都被他们依靠群众，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克

服了。这其中，特别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和

工作方法，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安排是后期的

“个人作业”。每人或两人一组解决一个

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有工艺上的、金属材

料上的，还有机械化方面的）。要求我们

以一个“见习技术员”的身份，用10天的

时间，运用书本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加上生

产现场的所见所闻，调查研究、分析或实

验，交出一份答卷。 

这次“个人作业”的结果：分厂的领

导、技术员和工人，学校系里的领导和老

师，我们同学，三方面都满意。工厂解决

了生产上的一些问题；学校完成了一项重

要的教学环节；而我们同学，既是锻炼，

初步懂得了在生产岗位如何做事，同时又

给国产汽车生产出了一点力，更是有一种

喜获丰收的感觉。对于毕业后的工作，满

怀信心。 

校刊《新清华》第147期（1956年7

月），对我们班的实习情况作了报道，题

为《在生产实习中解决了传送带的自动落

砂问题》。 

时代在变，但是我们清华的好传统没

有丢。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期间，清华

人在浩浩荡荡的义工行列中的出色表现；

在祖国各条战线的基层——下至农村的村

官，在艰苦的岗位上——远到荒漠上的发

射场，处处都有我们清华儿女的身影，担

负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和群众心连心肩并

肩，为振兴中华贡献着自己的美好年华和

智慧！ 

我是1954年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发电

输配电专业的，1959年毕业后又被推荐考

研究生，从此走上了科学研究之路。

为什么推荐我考研究生

上大学时就怀着满腔热情想将来参加

建设长江三峡水电站那样的伟大工程，到

快毕业时，系里的老师告诉我们，为了设

计好三峡电站及电力系统，需要在清华建

立全国第一个动态模拟试验室，当时1959

届至1961届的很多同学投入了勤工俭学的

热潮。可是试验室的关键设备——模拟同

步发电机——由于工艺要求高，制造难度

大，只能委托上海电机厂及哈尔滨电机厂

生产。但两个厂都因其它任务很重，一个

厂做了一半就停下了，一个根本就没启

动。1958年10月下旬的一天，陈寿荪老师

把我找去，要我先去哈尔滨了解生产的进

改变一生的四年
〇刘  取（1959电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