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2011年（上）

庆祝建校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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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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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甚至是高考复习阶段，只好无奈地晚

上不自习。可以说，我能考上清华，全凭

自己摸索的一套科学学习方法、较好的记

忆力与理解力，当然还有优质师资的释

疑、解惑条件，以及家乡“地瘦栽松柏，

家贫子读书”的精神激励。

也许今天的人们难以置信，我上清华

的行李十分简单，就是一根扁担加两个装

过稻谷的麻袋。一只装垫床用的旧棉絮，

权当褥子用，另一只麻袋内装一床旧的棉

被用以盖身。所谓的拖鞋，不过是木工父

亲临时自制的木屐。冬天御寒的棉衣，则

是祖母穿过的半新的棉袄。这就是我上清

华的全部家当了。

好在当时省招办很照顾经济困难的贫

困大学新生，去北京的旅途路费，也是靠

申请困难补助解决的。

1957年9月，我在前门火车站被清

华迎新大轿车接送到了我的科技扬帆之

地——清华园。

我们这些1957级的新生，许多人幸运

地住上了东区刚竣工不久的新宿舍楼。楼

内的桌、椅、床、书架等都是崭新的，我

住在东区8号楼，度过了我在清华的全部

时光。

科技人生的扬帆之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气吞山河的名

句，拨动了我心中原本懒惰的琴弦，在清

华的五年中，我开始沿着前辈弹奏的奋发

向上的乐章迈进。

古色古香的清华图书馆，那一排排纸

质发黄的书，尤其吸引了我的眼球。校园

浓郁的学习氛围和图书馆的万卷书香，点

化了我的心灵。也许是由于中学无力购

书的窘境，我在图书的海洋中，贪婪地吮

吸着知识的乳汁。在前辈清华学子们的优

良学风熏陶下，我也开始演练不懈探索

的脚步。

清华对我的 大助力，就是为我夯实

高数、普物、理力等基础课的功底。曾经

教我们高数的李欧老师和教我们理论力学

的罗运祥老师，讲课水平之高，至今令我

难忘，他们的音容笑貌与风度，永驻我的

心中。后来我工作中经常应用高数和理力

知识，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当年孜孜

不倦给我们授课的情景。

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一所研究院，从

事科研与设计工作。用得 多的知识还是

在清华所学的那些基础课，如高数、普

物、理力、材力等科目知识，以及由这些

基础课延伸出来的一些科目知识，如核物

理、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概率论、系

统工程学等。假如没有在清华打下的较扎

实的基础，要自学这些衍生科目的知识，

将是非常难的。如果说清华学子有什么特

色的话，除了踏实肯干之外，基础扎实也

是其特色之一。

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清华在本科

学习阶段，也不忘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

养，这也是清华教育的另一特色。

记得大三时，我与张克勤、张静仪等

同学被分配参加机械零件教研组吴昆老师

主持的“810课题组”，参加科研工作。

该课题任务就是为工物系的加速器研制一

种能承载每分钟数十万转的空气轴承。为

了托起高速转动的转轴而又不产生干摩

擦，必须在轴承瓦环上打一些直径不足1

毫米能供高速气流通过的小孔，靠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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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头在合金钢上加工如此细的小孔显然不

行，只好委托北京电子管厂在电火花加

工机床上完成。我曾多次去该厂“跑加

工”，顺利完成试件加工，供实验用。尽

管实验 终未能达到目的，但这是我参加

的 早的科研实践。

在清华大学的本科阶段，还参加了一

些工程实践活动。印象 深的是与贡忠

兴、闫燕生、程乾钧同学在锻压实验室，

参加用空气锤锻打轴承环的劳动实践。除

为学校创造一定的财富外， 重要的是丰

富了我的工程实践知识。

这些早期的科研能力培养，为我的科

技人生蓄积了 初的能量。后来我走上工

作岗位后，许多科研的攻关离不开“跑加

工”和技能，很多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要

靠自己去建立物理模型，计算的方法离不

开基础的力学、数学和物理知识。

梦绕清华园

能在有生之年，幸遇母校百年校庆，

实为人生的一大乐事。

记得刚入清华时，校园被火车铁道穿

越而过，分为东西两个半区。每逢节假

日，我顺着铁道旁的小道散步，举目望

去，一串串火红的野枣 满枝头，如一簇

簇燃烧的火焰。那密布枝间的一颗颗透红

的野枣，玲珑剔透，鲜嫩欲滴，红得格外

可爱而朴实。

我也曾经常在“荒岛”周围漫步，与

荷对望，随光阴流淌，思绪沉淀在荷花池

中。初夏，晶莹的露珠在荷叶上滚动，在

阳光的照射下，闪现太阳的光华。荷的清

香，溢满四周。

清华园幽静的自然风光，永驻我的心中。

母校百年华诞，我追随无数学子的脚

步为母校祝寿。除了写篇纪念回忆文章之

外，却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献，也没有什

么辉煌成就可谈。

“位卑未敢忘忧国”。尽管如此，我

还是时刻不忘母校的教诲，诚实做人，踏

实做事，尽力为国家做点事情。在艰苦的

青海草原和四川丘陵地区，艰难奋斗几十

年，先后参加设计几个可壮国威的型号产

品，编著出版一部学术专著，编写一本讲

义，撰写数十篇学术论文及数十篇科技报

告。有的小论文还被单位的科技年报以大

摘要形式在网上公布，获得数项部委级科

技进步奖。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如今我已是年

届古稀的老人了。想起自己的孩提时光，

少年岁月以及在清华度过的青春年华，这

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母校百年华诞，我力争再回校看看老

师，看看老同学，和他们叙旧谈心。如果

可能，还要去老图书馆坐坐，体验当年的

寒窗苦读，去荷花池看看微风吹皱池水的

波纹跃动，听听池水应着风的节拍，像琴

弦低声细语的倾诉。

○王伯雄（1970精仪）篆刻

庆祝建校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