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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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建校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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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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同样艰辛。然庄严吾校，始终自强不

息，勇敢坚定，在曲折中谋求发展，在探

索中稳步前进，在调整中注重提高，在磨

难中奋起抗争。蒋南翔校长励精图治十四

载，带领师生员工艰苦奋斗，开拓创新，

推动学校建设阔步前进。在“学苏”中坚

持自主办学，强调结合国情校情；学科布

局高瞻远瞩，一批尖端技术新专业率先建

成；探索新路取得重大突破，确立了“以

教学为主，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

办学方针；“出人才，出成果，出产品，

出经验”的巨大成就，为建设新中国立下

卓著功勋。蒋南翔教育思想及其在清华的

实践，成为这一段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赞誉：清华是“英才摇篮，科技重

镇”；世界公认：清华是“中国工科教育

的 高水平”。

三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刘达校长

受命赴任。率先冲破“两个凡是”的禁

区，坚决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各项

工作迅速转入正轨运行。进入新的历史时

期，党和国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提

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清华大学迎来大发

展的 好时机和环境，向着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的目标迈步进军。在党委领导下，四

任校长带领各自团队接力攀登。三十余年

的不懈奋斗，预定目标逐步接近，学校面

貌焕然一新。办学模式从多科性工业大学

向“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大学“华

丽转身”；学科布局规模宏大，十大门类

异彩纷呈，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学科交

叉的特色鲜明；人才培养建成完整体系，

注重“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

性”，济济师群春风化雨，佼佼学子竞展

才能；科学研究实力强劲，纵横合璧[2]，

涉猎广深，累累硕果凸显“顶天，立地，

树人”；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科学园区繁

荣兴盛，物质条件显著改善，管理改革不

断推进，今日清华之办学实力、水平和效

益，均大幅提升。1994年制定的“三个九

年分三步走”的攀登计划，前两步目标[3]

已基本实现，2020年“总体上建成世界一

流大学”的历史任务，有信心如期完成。

四

美丽的清华园，是百年校史的见

证。她像母亲的怀抱，温暖的家庭。校

园景色如诗如画，校园风物教化育人。一

片片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建筑群，荟萃

中西，贯通古今，是庄严吾校历史的脚

印；一个个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纪念设

施，寄托思念，饱含深情，是庄严吾校文

化的传承。荷塘月色陶冶情操，闻亭钟

声催人奋进；近春园曾沦为“荒岛”，

印记着当年的国耻；清华英烈纪念碑铭

刻着为国捐躯者不朽的灵魂。“三•一八

断碑”久荡着韦杰三烈士临终的呐喊[4]；

王国维纪念碑镌留着发人深省的碑文。

“行胜于言”的校风，“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校训，“严谨、勤奋、求实、创

新”的学风，崇尚真理、科学、民主、团

结和注重实干、追求卓越的精神，以及

“爱国、成才、奉献”的责任感和“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的自觉性，构成了特

有的“清华传统”和“清华精神”，体现

了庄严吾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莘莘学

子，受此薰陶，潜移默化，纯净心灵，为

人为学，受益终生。美丽的清华园，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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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灵，她入选全球 美的校园，堪称“洵

是仙居”，“都非凡境”[5]；她永远是

“清华人”的精神家园，不论何时何地，

总是魂牵梦萦。

百年清华校史，伴随时代风云，紧系

民族命运。留下了诸多经验教训，宝贵财

富，启迪后人。母校百年华诞，清华学子

普天同庆。从历史走向未来，又开始新的

征程。庄严吾校，定将继续科学发展，与

时俱进，不断开创新局，谱写新章，向更

新的高峰攀登。光荣的清华传统，伟大的

清华精神，定会代代相传，因时出新。基

于此，庄严吾校，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同

寿，定将兴盛久远，永葆青春！

[1]即圆明园。
[2]指科研合作项目有“纵向”、“横
向”之分。
[3]即：1994—2002年，调整结构，奠定
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
过渡；2003—2011年，重点突破，跨越发
展，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4]1926年3月18日惨案中牺牲的韦杰三烈
士在弥留之际，口中叨念：“我心甚安，
但中国快强起来呀！”
[5]引自“水木清华”名联：“槛外山光
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
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斗转星移。我离开清华大学已经整整

48年了。如今，母校已临百年华诞，我也

追随无数学子的脚步，像赤子投入母亲的

怀抱。

我的清华缘

1957年仲夏，我即将从福建省莆田一

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成了人生道路抉择

的重要关口。我的多位要好同学，希望我

与他们再续同窗之情，纷纷劝我一起填

报长江以南的上海交大、复旦、南京工学

院（今东南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等。正在

犹豫不决时，我无意间看到清华大学的招

生宣传资料，美丽的清华园，像磁石一

般，立即吸住了我的目光。在班主任的

鼓励下，我坚定地把清华大学选作为第

一志愿。

由于家在农村，而农村当时不通电，

加上家庭经济拮据，连劣质的煤油费用都

难以负担。因此，我的整个中学求学阶

清华——我科技人生的扬帆之地
 ○方宗銮（1963机械）

方宗銮学长清华荷花池畔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