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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是今年4月清华校友总会

副会长承宪康学长为本刊撰写的专稿，内

容是祝贺杨绛先生在今年7月17日迎来的

百岁寿辰。考虑到本刊刊期较长，也为扩

大文章的影响力，编辑部征得作者同意特

推荐至《文汇报》发表。

6月6日，《文汇报》在《笔会》栏目

刊登了此文，杨绛先生看到后十分高兴，

亲手剪下全文，还特意将日期、栏目保留

完整，专门寄送给吴学昭女士（吴宓先生

之女、《听杨绛谈往事》作者），信封上

书“敬烦吴学昭同志面交承宪康先生 杨

绛谨托”（见下图），字迹工整、清秀，

一如先生为人为学之风格。

今，本刊正式刊登此文，谨祝杨绛先

生这位“仁者”、“智者”身体健康，为

我们留下更多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2011年杨绛师寿登期颐，我同众多清

华学子一样衷心祝愿她健康长寿。杨绛师

现在身体健康（听力有所下降，有点耳

背），思维清晰，虽已是百岁高寿，至今

仍笔耕不辍，笔迹依旧遒劲俊秀，她长年

闭门谢客，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古

人云：“仁者寿。”杨绛师就是一位“仁

者”、“智者”。她生性淡泊名利，喜爱

宁静。2001年九十大寿“避寿”一事，就

是一个例证。

2001年7月初的一天，吴学昭同志来

电话告我:“杨先生近来有点事，心里比

较烦。”“什么事？”我问。“生日快到

了，她和钱先生一样，从来不做生日，但

不断有人打听她的九十寿辰怎样安排？她

想离家几天，可是年纪大了，不便到外地

去住。”我提出：“能不能到清华住几

天？可以住校内，也可以住延庆‘石门山

庄’清华休养所。”“我同杨先生商量了

仁  者  寿
——恭祝杨绛师期颐嵩寿

○承宪康（1959机械）

2011年8月3日，校友总会副会长贺美英
向杨绛先生百岁寿辰表示祝贺  井建军摄

杨绛先生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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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和您联系。”几天后，学昭同志来电

话：“杨先生同意生日前后回清华小住数

日。”

7月14日上午10点，我按约到南沙沟

6号楼接杨绛师。进屋后，就看到一些贺

寿的盆景、鲜花已经放在房间里了。杨绛

师的房间没有任何装修，水泥地面，四壁

是书柜，洋溢着浓浓的书卷气。她身穿一

件短袖衫，一双软底鞋，整洁朴素，保姆

拿着一个行李袋。杨绛师对我说“准备好

了，走吧！”上车后，我询问她对回校安

排有什么要求？她说：“这次回母校住，

一，不麻烦学校，你们都很忙，不要你们

陪。我是学校的老人，工字厅、古月堂、

荷花池我都很熟。二，这次所有费用，宿

费、餐费，全要自付。”当时我把这话当

作客气话。在车上我简要介绍了学校近

况，在谈笑声中汽车进了西校门，到达杨

绛师下榻的甲所招待所。学校给她安排住

一层一间套间里，她住里间，陪同的保姆

住外间，以便照顾九十高龄的老人。安排

好后，她说：这样安排很好，您忙您的

事，有事我会找您。

第二天早晨我去看望她，

问候：休息得怎么样？饭菜合

不合口味？她告我：休息很

好，她和保姆昨天下午到了静

斋（当年的女生宿舍），还到

以前住的房间内参观了一下。

在近春园荷花池畔坐了很久，

看到盛开的荷花，闻到一股荷

花的清香味。她们带一把小遮

阳伞，早饭后出去，10点多回

来休息，下午四五点再出去

散步，避开中午骄阳。

进图书馆要有阅览证，因而15日她只

到图书馆外面看了一下，没有进去参观。

16日上午我陪她去参观图书馆。图书馆是

钱钟书师和杨绛师的乐园。她看到大阅

览室座无虚席，鸦雀无声，莘莘学子埋头

读书的情景就遐想联翩，想起当年自己在

图书馆埋头读书的往事。看到有一个空座

位，她就走过去，在空位子上坐了坐。在

古籍书库，看到30万册线装书保存完好，

1952年院系调整时未被调走，留在清华，

感到欣慰。在清华几天中只有参观图书馆

是我陪同的。参观后，我同她谈起明天

（7月17日）是她九十寿辰，想请学校领

导和她一起吃寿面。她一口婉谢，说：

“不麻烦学校领导，我想好了，明天中午

就约吴学昭和周晓红（法律顾问）二人

来，另外你和校友会郭樑来，我们六个人

聚会。”我知道她淡泊宁静的脾气，只好

尊重她的意见。17 日中午的饭菜尽量清

淡，适合老人的口味。有一道“荷叶包

鸡”，是清晨摘荷花池新鲜荷叶做的，有

荷叶的清香味，又有清华特色，这道菜给

荷花池

2001年9月，杨绛先生来清华出席“好读书奖学金”设立
仪式。左起：吴学昭、李传信、杨绛、白永毅、承宪康



168 清华校友通讯

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

18日晨我去看望她，她说：“我想下

午回家了（本来安排住到20日），现在整

理《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

工作还很忙。生日过了，不会再有人来

了。”杨绛师永远在奋斗的途程之中，从

来不想过较为安逸的生活。约定下午3点

离校，中午我到招待所，管理员告诉我：

“杨先生把住宿费、餐费全都结清了，她

坚持一定要自己付。”我…… 

杨绛师的九十寿辰就是这样在清华园

安安静静度过的。

下午3点我到甲所送她回家。到家后

一开家门，在家看门的两个小姑娘高兴地

喊“杨奶奶回来了！”只见屋里又多了许

多鲜花、蛋糕。她送给司机一个大蛋糕。

回家以后，她又要伏案工作。杨绛师

的辛苦，刻铭在她的脸庞和双鬓上，耕耘

的丰硕成果，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

富。她是善良、正直、谦和、仁爱的象

征，所有了解她的人都对她表示由衷的尊

敬。我一直视她为尊师和慈母，她的人品

永远是后辈学人的楷模。

仁者寿。杨绛师今贺期颐，更待“茶

寿”再相庆。

2011年4月，春光明媚的时节，迎来

了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西南联大在京的

老校友纷纷参加了母校盛大的庆祝活动，

一部分人还应邀出

席了24日在人民大

会堂的庆祝大会。

专程由成都前来参

加庆典的97岁高龄

老校友、著名作家

马识途在大会堂主

席台就座。

为了欢迎老战

友马识途的到来，

4月26日在北京蜀乡

竹林酒楼举行了一

次难忘的聚会。以往，老马每次来京都是

一个契机，我们都必有这样的热情聚会，

但能来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只到了十来

荷花池

“老来未敢忘忧国”
——记百年校庆期间联大老友的一次聚会

○张  彦（1945历史）

老友聚会合影，前排左起李凌、汪子嵩、马识途、李晓（李曦
沐）、黎章民，后排左3闻立雕、左5张彦、左6胡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