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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的记忆。

2011年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年，

1951年进清华距今已有59年，到百年校庆

时刚好一个甲子。作为一个曾是清华的学

生，我为母校的百年祝福，我为母校光辉

的成就骄傲，我为现在清华的学子们祝

贺。愿百年清华永放光辉，为中华民族的

复兴，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国家需求，创建新

学科，发展新产业，建设世界一流的清华

大学。

2010年8月于北京大学燕园

在56年前毕业典礼上，蒋南翔校长教

导我们：要保持良好体魄，为祖国健康工

作50年；要为国家多作贡献，贡献得越

多，而自己要求得越少，就越有价值。这

两个教导，一直深深铭记在心中。

现在回忆起来，健康工作50年，做到

了；为国家的贡献要多，自己要求要少，

问心无愧。

毕业后，我服从分配到大西北工作。

早期参加大西北水利水电工作，条件都十

分艰苦，还遇到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和“文

化大革命”。由于有海外关系，受审查

和批斗，并且22年没有加工资，仍坚持在

内地工作，没有要求返回香港定居。直到

退休，才回港与父母亲团聚。与妻儿，也

是离多聚少。其间，新疆可可托海水电站

要到现场设计，当时在兰州的妻子有孕在

身，身体又不好，自己仍要求到现场设

计，临行前还朗诵一首诗：“不亮明珠誓

不还”，一去三年，到发电了才回兰州，

那时，出生的女儿已到处跑了。

所参加的水利水电设计工程中，除了

由于后来规划方案需要，需改建之外，其

它都能正常运行，包括受四川汶川大地震

波及的碧口水电站，也安然无恙。我们的

设计工作中，还有所创新。比如，碧口水

电站和广州抽水蓄能电站的高压管道的分

岔管，经深入研究和试验后，用钢筋混凝

土衬砌代替钢板衬砌，既节省投资，又加

快施工。又如，在总结刘家峡水电站的导

流泄洪洞出现气蚀受冲毁的情况下，碧口

水电站采用同类型的“龙抬头”式的导流

泄洪洞时，精心设计和施工，成功运行，

获得水利水电部颁发的二等奖。

的确，当每次工程成功启用，都感

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新疆喀什三级水

电站经我们改造后，喀什人民不需要每

年到引水渠打冰发电；广东北江大堤经

加高加固工程，家乡村民不需每年上堤

担泥，并抗御了1993年的特大洪水，保

卫了广州和我自己的家乡三水，实现了自

己入清华读水利系的初衷。这是在纪念

清华大学母校百年华诞的今天，要向学

校汇报的，并向教育自己的老师们致崇高

的敬意！

后，还要讲一点。由于家贫，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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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多，初中毕业后，父亲再无力供我读

书。后来得到学校和国家的助学金，才能

完成学业。所以于2008年办书法展览时，

将赞助、花篮代金，以及出售展品所得，

扣除展览开支外，全部捐赠给清华励学基

金。2011年3月，将举办献给百年清华的

“清诗华墨”诗书展，届时，如上次一样

将捐赠给母校励学基金，以表示对百年清

华小小的奉献。

2010年7月23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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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千年皇权即将崩溃之际，与谋

求共和的辛亥革命同庚；座落在茫茫东

海与苍苍西山之间，与横遭洗劫的“万

园之园”[1]相邻。始建至今，春秋百度，

历沧桑巨变，顺时代潮流，为民族振兴，

担历史重任。百年校史，似可三分：一曰

崛起，二曰探索，三曰攀登。若一言以蔽

之，则可借蒋校长之著名概括：“三阶

段，两点论。”

一

建校之初，因“退款办学”曾遭诟

病。继而蓄力待发，迅速崛起，后来居

上，跻身世界名校之林。三十八年风雨岁

月，政局频变，国事纷争，更遭日寇入

侵，崛起之路何其艰辛。然庄严吾校，始

终志存高远，刚毅艰卓，奋发前行。 可

敬西南联大，八年耕耘，三校携手，共立

奇勋，国难时尽显丹心铁骨，战火中锻造

民族精英。从清华学堂到国立清华大学，

十任校长各有建树，贡献 大者当属任职

十七年的梅贻琦先生。教学方针一脉相

承，以“培植全才”、“德智体三育并

进”为核心；学术研究广博精深，以提倡

自由探讨之风气和致力古今、中外、文理

会通而闻名；整个学校则以名师云集、英

才辈出、人文日新、学术超群而著称。更

有校徽、校训、校歌、校旗、校色、校花

之精心设定和爱国学生运动革命传统之形

成，显示着清华大学所特有的风格、超凡

的魅力和宝贵的精神。清华的崛起，既令

国人骄傲、兴奋，也受到国外学界的关

注、好评，“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的赞誉即为佐证。

二

新中国成立，新时代来临。清华大学

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

办学新路的征程。从解放初期实行新民主

主义教育方针对学校教育进行初步兴革，

到通过院系调整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的转

型；从以“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为中心进

行教学改革，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开展教

育革命以及随后的调整整顿；从受“左”

的思想影响造成的点点遗憾，到十年“文

革”留下的累累伤痕，跌宕起伏的探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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