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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1951年的夏天，我们建五同学分

别从祖国各地来到北京，至今已过去一个

甲子。院系调整后，北大、清华的建筑专

业合并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共79人，其

中男54人，女25人，这就是建五班集体。

1952年，我们曾在同方部听过校务委员会

主席、科学家叶企孙的讲话。在共同学

习、工作、生活了四年半以后，1956年元

月毕业，走向祖国四面八方。

目前，建五班同学，除10位同学已离

开了我们，留下的也都近耄耋之年。其中

还有不少人在发挥余热，继续贡献，算是

长寿班。

老师恩

建筑系名师荟萃，教过我们的有中国

建筑营造学社的老前辈，如赵正之、莫宗

江等；有吴良镛（时为系副主任）、汪国

瑜、胡允敬、程应铨、王炜钰（中国革

命博物馆的设计人）、林乐义（设计北京

人艺剧院等著名建筑）、张昌龄、周卜

颐、张守仪、辜传诲等一批建筑家；有教

雕刻、素描、水彩画的宋泊（雕塑家）、

关广志（水彩画家）、吴冠中（绘画大

师）、华宜玉、王乃壮等。年轻教师中都

是清华营建系毕业、有才华的学长，如朱

自煊、黄报青、关肇邺，他们才华横溢，

治学严谨，造诣深厚，学贯中西；苏联专

家阿谢甫可夫和阿凡琴柯分别指导城市规

划、讲授工业建筑。

梁思成先生讲授建筑概论和建筑历

史，他恢谐、幽默、妙语如珠，教寓于

人才济济、团结奋进的建五
○水亚佑（1955建筑）

建五同学2010年校庆相聚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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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林徽因先生抱病在她的住所给我们讲

解景泰蓝的纹饰与色彩、器物收头与转

折，来说明建筑与其他工艺美术的内在联

系。马约翰教授老当益壮，让我们坚持劳

卫制，健康工作五十年。在我们即将毕业

时，蒋南翔校长为我们毕业班同学上哲学

课，讲辩证法，谈自由的绝对性和相对

性。他们的教诲我们受益匪浅，永生难

忘。蒋南翔校长倡导的“又红又专”以及

从老清华校友的身教中，那种“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自由思想、独立精

神”的优良传统，无形地感染着我们。

当时我们大部分学习时间有幸在建筑

系馆——清华学堂，住宿在明斋、平斋、善

斋、静斋等宿舍，这是我们忘不了的情结。

同学情

在清华时，同学中尽管有的出身于官

宦、书香门第，如北洋政府代总统、北洋

教育总长、科学家亲属、国民党将领、同

仁堂乐家老铺掌门人、乔家大院的后代

等，但大家都要求进步，怀着满腔热情努

力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日后报效国家。

他们又具有一种清纯、真挚、团结、活

跃、奋进的乐观精神，铸就了为事业全力

以赴、追求卓越的执着心。同学们充满对

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相处真诚，关系

融洽，相互之间亲切地以外号相称，没有

一个例外。学习上相互切磋、研究，也有

学术观点上的争论。

全班人才济济，吹拉弹唱，琴棋书

画，文体书作，都大有人在。同学们各有

特点，各见所长，活跃在清华学生会和团

委的社会工作中，是这些组织的骨干力

量。全班同学团结向上，因而被清华大学

评为第一批“先进集体”。

毕业后，同学们天各一方，离多聚

少。在反右运动时，我班一次正常的聚

会，因班上有些同学思想活跃，能谈善

言，祸从口出，又加上“出身不好”，遂

成为“黑集体”，7位同学被无辜戴上右

派帽子。以后，每返清华同学们都心有余

悸。直到改革开放后，我们建五同学才又

经常聚会。开始是每1～2年，以后每5年

相聚母校。最令人难忘的是2000年在香

山、2005年在清华园的全班大聚会。相聚

的同学亲似兄弟姐妹，无话不谈，还出版

了纪念册。

清华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五同学迸发出

无穷的智慧，在不同领域崭露头角。有人

潜心于古建、园林、建筑工程的研究与设

计创作，著书立说，成为著名的学者、专

家、研究员、高级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高级城市规划师，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

有人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培养和造就了一

代代新人，桃李满天下。有人则长于行政

管理，走上领导岗位。他们都为国家建设

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只将其中突出

的代表作一介绍：

罗征启 清华毕业后，留校当政治辅

导员，后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党

委副书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调任始创

的深圳大学任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时

校长张维），1985至1989年任深大第二任

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在深大，主持规划了

深大一个美丽的大学，获得了全国建筑设

计金奖；他开高校全面改革的先河：是最

早与国际接轨的高等学校，主张开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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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广纳贤才，短短几年里就办成国内甚

至国际上都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学。离开

深大后，现为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董事长。

傅熹年 清华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国

建筑史研究工作。著名建筑历史学家、中

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

委员、中国国家图书馆顾问、国家古籍整

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理

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兼职教授。他是启

功先生的私淑弟子，被认为是文博界的大

师级人物。主要代表作品和论著有：《傅

熹年建筑史论文集》、《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建筑史》，承担“中国古代城市

规划、建筑群组布局、单体建筑设计手法

和构图规划研究”，手绘唐大明宫等。业

余时间潜心于古籍版本目录学和古代艺术

史的研究，在《文物》杂志上还发表大量

论文。

杨鸿勋 清华毕业后，曾在梁思成为

主任的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任秘书，是

梁思成的助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建筑考古学家，中国建筑学会

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园林研究组组长，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顾问，俄罗斯建筑遗产科学

院院士，并被国内几所大学和日本京都大

学聘为兼职、顾问或客座教授。他从事城

市建筑与园林风景创作，优秀作品有：明

水生态文化城规划、鸦片战争博物馆设

计、中国文字博物馆设计、桂林风景区规

划及七星岩月牙楼、西安青龙寺遗址空海

纪念堂设计、无锡太湖及运河风景区规

划、苏州和济南城市园林规划等。

林泰 上世纪50年代初，曾任清华大

学学生会主席，政治辅导员，团委副书

记，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改革开放

后，他在清华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政

治教育，曾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常务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等。1990年

后，他为香港开设“中国研究”课程；首

创“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课；宣讲“大

陆和台湾的比较”，制成录音带在全国各

有关单位播放；曾主编《当代社会思潮论

评》、《唯物历史观论》等著作，并发表

多篇思想教育理论性论文，2008年11月发

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张祖刚 长期任《建筑学报》主编，

并曾任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

建筑学家；著有《世界园林发展概论》，

认为世界的园林发展趋势走向自然。为表

彰他多年来在中法建筑文化交流与合作中

作出的贡献，法国文化部于2003年在巴黎

授予张祖刚“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

士勋章”。

王世仁 清华毕业后一直从事建筑历

史研究工作。历任北京市古建研究所研究

员、所长、总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

师，国家文物保护勘察设计师，担任北京

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组成

员，还被聘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

委员会委员、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专家组

成员，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委员，

还是俄罗斯建筑遗产科学院外籍院士。

他一年内骑车转遍宣武区600条胡同，东

城、宣武文保新名单就出自他之手。他是

菖蒲河公园、永定门城楼、前门大街等古

建复原的设计顾问。

杨乃济  曾任北京旅游学院教授。他

参与撰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编著《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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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园》，分获部、省级科研成果一、二等

奖；撰写专题片《中国人的饮食世界》，

获广电部优秀电视社教节目一等奖。出版

的著作有《圆明园》、《旅游与生活文

化》等。他主持“北京红楼梦文化艺术

博物馆”的大观园；正定荣宁府两大人

工景点的项目策划及规划设计，是老版

《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顾问之一。参

与北京、海南等省市级旅游规划及项目

策划。

冯容（女）1980年任天津市塘沽区副

区长，后调任天津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

一直从事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参与“天津

市中环线西半线沿线建筑与规划”，获天

津市规划设计一等奖。曾担当天津市三环

路道路工程指挥部副指挥，为天津城市建

设作出巨大贡献，被誉为“为天津市城市

建设做出贡献的十大功臣”之一。她是

天津市九三学社副主任委员，1988年5月

当选天津市政协常委，曾选为全国人大

代表。

乐民成  先后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天津大学工作。1982年考取联合国奖学

金，1983年以团长身份率“中国学者代表

团”赴美留学，任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

客座教授，取得“优秀学者证书”，以及

三家美国设计公司颁发的“能力资格认证

书”，曾任建筑设计总监。1986年任深圳

大学设计研究院院长、建筑系主任、教授

等职。退休后，在纽约受聘于李-庭设计

公司，担任中国设计部主任。2005年后任

中建国际设计公司的设计总监至今。 

卢小获  曾任重庆建工学院建筑系教

授，1988年调任深圳大学建筑系教授，兼

任校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

理事，高校建筑与城市规划专业教材编审

委员会委员。他从事成渝车站等多项大型

铁路车站设计，著有《大中型旅客站设计

手法》、《对我国大中型铁路旅客站建筑

创作的反思》等著述。

汪涤华 他多才多艺，是当年清华民

乐队骨干，校体操队、排球队队员，清华

象棋冠军，是我班“琴棋书画体”的全才

生。毕业后，业务上同样是多面手：他是

天津市第一批正高级建筑师、国家特许一

级注册建筑师。他七次参加建筑设计竞

赛，均获奖（五项是天津市，两项是全

国）。1993年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之一出

席在美国召开的“第18届世界建筑师代表

大会”。 

我们班还有很多优秀的同学，如曾任

齐齐哈尔市副市长的苏为穆、曾任辽宁兴

城建委主任的秦剑，还有两位从上一班来

当政治辅导员的赵炳时、谢文蕙，一位曾

任清华建筑学院的院长，一位是清华经济

管理学院的教授。我引以为傲，不再一一

而述。

我们建五还有大批默默无闻作出贡献

的清华人，他们活跃在各个建设领域。除

上述十几位有成就的同学，可能还会有挂

一漏万之嫌。他们除本人的理想、勤奋、

执著外，不能讳言，也与他们的天资和禀

赋、家庭的教养、学校教育打下的扎实基

础等有关，其中有的在成长道路上也历经

磨难，有的被打成右派，他们靠的是清华

“自强不息”的精神，永不气馁，勇往直

前。建筑不单在于一技一艺之长，而是与

科技、人文、社会、历史、艺术等的结

合，因此他们都立足于此，学习掌控全面

知识，取得了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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