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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8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入学后

的第二年，在闵佟同学的动员、推荐下，

成为清华大学文工团舞蹈队的一名正式队

员，并担任了舞蹈队团支部书记的工作，

直到1962年底调任校学生会副主席、政治

辅导员，前后长达三年之久。

三年的舞蹈队生活和团支书工作，锻

炼了我、培育了我，伴我成长，教我做

人，让我终生受益匪浅，可以说，它是我

一生中 美好的一段时光，开启了我人生

真正的起点。岁月匆匆，五十个春秋过

去了，但回首往昔，仍历历在目，感慨

万千。

劳动号子  呼之而出

1958年初春，寒意尚浓，在首都北郊

的十三陵水库工地上，毛主席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来了，各行各业的人们来了，数千

名清华学子也来了，汇聚成一支浩浩荡

荡的劳动大军，展开着一场热火朝天的义

务劳动。当时，工地上开展你追我赶的劳

动竞赛，师生们劳动强度非常大，而生活

条件又异常艰苦，吃的是咸菜窝头，劳动

一天下来十分劳累，不少人在回驻地的路

上，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在这困难时刻，一支文艺小分队出现

了，他们穿梭在每一处工地，活跃在行军

路上，用热烈奔放的歌舞，鼓舞同学们克

服困难去夺取胜利。“亲爱的同学们努力

向前走，越过高山跨过激流，咬紧牙关努

力向前走，嗨嗨吆喔，嗨嗨吆喔，一百里路

程走了九十九，今天的目的地就在前头。”

洪亮、雄伟的歌声在工地上空回荡，极大地

激励了大伙儿战胜困难的斗志。

文艺小分队的宣传鼓动起到了振奋精

神、鼓舞士气的作用，受到了广大师生的

热烈欢迎和赞扬。蒋南翔校长知道后非常

高兴，给文艺小分队以极高的评价，他

说：这符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的方向，很好。后来，他又建议

成立一支集中住宿的文艺队伍。于是，清

华大学文工团就这样正式成立了，舞蹈队

作为校文工团的一个重要成员，也响应

“为党宣传”的召唤，伴随“劳动号子”

的回响，应运而生了。

又红又专  全面发展

舞蹈队的同学和其他清华同学一样，

难忘的岁月   人生的起点
○胡昭广(1964电机)

胡昭广学长2010年10月在海南三亚出席
清华大学第十四次校友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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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踏进清华园的大门就立下了宏愿，立志

在“红色工程师摇篮”中，把自己培养成

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成为有本领的

专家、学者、工程师。因此，当被要求参

加舞蹈队、集中住宿时，绝大多数人都十

分犹豫，深怕舞蹈队活动耽误自己的业务

学习，担心离开班集体会影响个人的政治

进步。我开始也有这个思想顾虑，要不是

闵佟同学多次苦口婆心劝说、动员，我是

死活也不想参加的。入队后，通过对党的

教育方针的不断学习和在舞蹈队的亲身体

验，逐步加深了对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

理解。

周总理十分重视青年学生的全面成

长、他曾说过：“每个学生除了把专业学

好、把政治学好，还一定要掌握一门外

语、一门革命文艺。”蒋南翔校长也十分

注意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他亲自抓辅

导员、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等几支队伍

的建设，并通过他们带动全校学生德、智

体全面发展。他对文艺骨干说：“文艺活

动，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跳跳唱唱而已，

这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应该

有自己的爱好，多方面的兴趣，不要做

‘干面包’。”

我参加舞蹈队，特别是担任队的团支

书以后，进一步认识到同学们的担心，恰

恰反映了他们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内在要

求，是和党的教育方针关于又红又专、全

面发展的要求完全一致的。参加舞蹈队的

同学，生活在班级和舞蹈队两个集体，挑

起业务学习和社团活动两副担子，更能得

到全面锻炼，促进全面发展。我们只有因

势利导，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处理好两个

集体、两副担子之间的关系，才能符合同

学们的愿望和 大利益，才能出色地完成

学校党委交给我们的任务。

在舞蹈队团支部，担任过干部的同

学，除我以外还有郑朝简、刘桂全、胡锦

涛、刘密新、楼叙真等等。大家都有一个

心照不宣的约定，在走“又红又专”道路

问题上，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坚持“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同时，我们也对同

学们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的目标。

例如，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要求：在业务

学习上，只要发现有三分成绩或学习感到

吃力的队员，就暂时停止他参加舞蹈队活

动，回到班里补习业务课。实际上，舞蹈

队的同学们，个个自强、奋进，人人互

帮、互勉，没有因比较繁重的排练和演出

活动影响大家的业务学习。

担任过舞蹈队团支部副书记的胡锦涛

同学，在同年级中年龄 小，他不到17岁

就考入清华。尽管他参加了许多舞蹈的演

出和创作，但是由于学习出色，依然是学

校“百里挑一”的“因材施教”学生，后

来在舞蹈队入了党，并担任了学生文艺社

团的政治辅导员。

陈清泰同学，他担任繁重的文工团党

总支书记工作和政治辅导员工作。他不仅

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坚持参

加舞蹈队活动；他不仅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高，业务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大家都尊

敬地称他“陈老”。

在毕业时，陈清泰和我都荣获了“优

秀毕业生”称号，蒋南翔校长亲自给我们

颁发了金质奖章。魏熙照、黄辰奎、靳东

明等同学都获得了“优良毕业生”的称

号，学校颁发了优良奖状。有12位同学在

舞蹈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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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同学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实践证明，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是

可以处理好业务学习和舞蹈队活动之间的

矛盾，处理好两个集体、又红又专的关

系。后来，舞蹈队涌现了一批又红又专的

国家优秀人才，就是明证。

围绕中心  为党宣传

加入舞蹈队后，在创作、排练、演出

的过程中，“为党宣传，为党战斗”的信念

在同学们的头脑里逐渐形成，并且深深扎根

在每个人的心中，潜移默化、不可动摇。

从1958年文工团成立到“文革”前的

五年多时间里，舞蹈队先后排练过几十个

舞蹈，其中有近十个舞蹈，都是配合形势

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或者围绕学校

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教育方针而创作、排

练的，并演出了近百场，同学们从中受到

很大教育。

1957年在全校体育教师、干部大会

上，蒋南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地工作

五十年”号召，成了当时鼓舞同学们开展

体育锻炼的强大动力。为宣传党的“德、

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舞蹈队创

作、排练了《锻炼舞》，为普及“劳卫

制”、推动全校开展轰轰烈烈的体育锻炼

作出了贡献。

同年，学校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科研必须走结合生产的道路”，

舞蹈队与此相配合，创排了《铝球舞》，

这个舞蹈表演了电机系高压实验室重大科

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取得突出成绩的故

事，反映了学校教学、科研、生产各项工

作的深刻变化。

《大扫除》舞是在学校大力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增进同学身体健康、创建文

明校园活动中，应运而创作的。这个舞

蹈生动、活泼，深受全校同学的喜爱，

多次在学校大礼堂演出，还曾到人民大会

堂演出。

舞蹈队还创作了《民兵舞》、《实习

途中》、《非洲在怒吼》、《我们劳动在

上庄》等舞蹈。每个舞蹈节目的创作、排

练过程，都有着一段段难以忘怀的生动故

事，同学们从中深深地受到了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的教育，磨练了勇于拼搏、克服

困难的坚强意志。

我还清楚地记得，1960年5月，学校

文工团要在大礼堂为“全国民兵会议”作

专场演出。舞蹈队为配合民兵会议精神，

宣传“全民皆兵”的思想，决定创作一个

以民兵奋勇抓空降敌特为题材的舞蹈——

《民兵舞》。为了创作好这个舞蹈，队部

决定在圆明园遗址的水稻田里组织一次

“真刀真枪”的民兵训练。当同学们来到

圆明园遗址，面对被帝国主义践踏焚毁的

残垣断壁，大家很快进入了角色，人人心

中燃起了“知荣明耻”的“清华人”所固

有的爱恨情仇，在“擒敌抢滩”的战斗中

个个英姿飒爽、奋勇向前。《民兵舞》的

演出取得了成功，爱国主义精神也在每个

舞蹈队员的心中得到了升华。

战斗胜利  总理接见

舞蹈队承担的演出任务是十分繁重

的。每逢“五一”、“十一”、“一二•

九”等重要节日，或学校的“迎新”、

“校庆”等重要活动，以及一些临时的

重大政治任务，舞蹈队都要承担演出任

务。队员们把每场演出都看作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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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战斗”的政治任务，竭尽全力确

保圆满完成。

为保证每次演出成功，我们在演出前

总要开务虚会，讨论这场演出的重要意

义、演出的节目要宣传什么，自己如何进

入角色……务虚会结束时，大家总要响亮

地呼喊：“战斗，胜利！”无论是在排练

场，还是在演出地，无论是在排练、演出

开始前，还是在排练、演出结束时，你都

会听到这个响亮的口号，数年如一日。它

凝聚着战胜一切困难的战斗力，体现了舞

蹈队的精神力量。

1959年12月28日，清华文工团要在全

国政协礼堂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全国政

协委员作汇报演出。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

传来，让同学们激动万分，大家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纷纷表示要以 好的精神

面貌表现出优秀的“清华精神”，要以奔

放的革命热情表达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

无限热爱！在汇报演出中，演出了我们队

创作的《锻炼舞》，获得了极大成功。演

出结束后，周总理健步走上舞台和演员们

一一握手，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总理

对我们的演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热情地

鼓励我们说：“你们的演出、你们的创作

很有新意，能很好地宣传党的教育方针，

很好嘛！”在返校途中，同学们还久久地

沉醉在与周总理的幸福会见之中。

战胜困难  磨练意志

1960年，由于天灾人祸，国家进入了

经济 困难时期。学校要求同学们维持

“体力”，保存“能量”；多睡觉、多休

息、少活动、少运动，以保证学习任务的

完成。但是舞蹈队同学不仅要很好完成学

习任务，而且还要完成繁重的排练、演出

任务；除了要担负原来的各项演出任务

外，每个周末还增加了小型广场演出活

动，以活跃沉闷的校园气氛，丰富同学们

业余生活，振奋精神，克服困难。在当时

经济生活十分困难、学生的粮食定量不足

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些是一件很不容易的

事情。因为这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体能，

这对肚子都填不饱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一

个严峻的考验。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在困

难面前、在宣传任务面前，舞蹈队没有一

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掉队，他们仍以饱

满的热情完成了一次次演出任务。

1961年元旦是一个“特殊”的新年，

学校为了让同学们在困难时期过个好年，

决定在西大饭厅举办全校“迎新年晚

会”。为了出色完成学校领导交给的这一

重大政治任务，舞蹈队队部决定把《狮子

舞》、《大头娃娃舞》、《鼓子秧歌》、

《欢乐青年》等动作大、难度高、场面热

烈、节日气氛浓厚的舞蹈，全部拿出来奉

献给晚会，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那天，我扮演《狮子舞》中的“狮子

屁股”，要将演“狮子头”的那个同学高

高举起，还要让他站在我的双腿上表演各

种动作。当时我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

双腿发软、浑身出虚汗，但我仍死死地抓

住他，因为我知道参与演出的每个同学都

和我一样，在咬紧牙关为完成任务而拼搏

着。但当我偷偷地瞟了大家一眼，只见同

学们个个表现得那么轻松、愉快，没有表

露出一丝劳累、痛苦的神态，我忍不住落

泪了，要知道大家都是饿着肚子在战斗

啊，这是多么好的战友呀！我为有这样的

战友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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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们为完成繁重的学习和演出任务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舞蹈队的同学几乎都

浮肿了，许多女同学都得了妇科病。同学

们自发地开展互助活动，同舟共济，共度

难关：女同学自己勒紧腰带，把珍贵的粮

票送给男同学；有的男同学也把自己节省

下来的粮票送给演出任务重、饭量大的同

学；一些家在北京的同学，把家里很“珍

贵”的有营养能饱腹的食品偷偷地拿回学

校，分给家在外地的同学。

舞蹈队的干部们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支部委员们围坐在一起，冥思苦想各

种缓解办法。团支部提出要压缩排练次

数，减轻活动量；合理安排演出节目单，

均衡同学们体力负担；还决定组织大家养

兔子、开荒种白薯，以增加大家的口粮。

很快学校领导知道了这一情况，决定给舞

蹈队的同学们增加一点粮食定量，还让校

医院给女同学送中药“益母膏”，治疗妇

科病，使困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团支部及时召开了“立大志”大会。

会上，支部总结、表扬了同学们笑对困

难、毫不畏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

困难、永不言败的顽强拼搏精神；相互关

心、真情相助的集体主义精神。同学们在

会上热烈发言，纷纷表示“困难是对我们

革命青年的考验，只有在与困难顽强拼搏

中，才能磨练成钢”。会后，许多同学纷

纷向组织递交了入党、入团申请书。

是啊，舞蹈队的同学们就像“忍冬

草”一样，挺拔在严寒之中，因为我们坚

信春天必将到来！

团队精神  最大财富

我深深体会到，舞蹈队的政治思想工

作有许多特点，其中，“团队精神”是

富特色、 珍贵的。舞蹈队优秀的“团队

精神”是难以言表，但似乎又是具体的、

可触摸的；对大家人生成长的影响是 大

的，但又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团队精

神”是在长期的演出活动和朝夕相处中逐

渐形成的，并升华成为一种亲和力、战斗

力、凝聚力，把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让

人长久地怀念它。

如果要问什么是舞蹈队的“团队精

神”？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开拓创新的精神”。舞蹈队的

同学在创作、排练舞蹈节目中，展示了自

己的智慧和才华，也得到了创新思维的锻

炼和培养。要创作一个好的节目，需要准

确理解并把握包括“党的教育方针”在内

的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学校的中心活动及

其精神，并且使其成为节目的灵魂；同时

在节目形式和情节上，要贴近校园实际、

贴近同学生活，为广大同学所喜闻乐见；

此外，还需要有严密的程序、严谨的细节

和严格的操作，来保证创作意图的圆满实

现。在创作过程中，同学们受到的创新精

神、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在踏进社会、完成各自担负的重要任务

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是“永不服输的精神”。舞蹈

队的同学碰到的困难比其他同学要多得

多：他们要面对处理两个集体、兼挑两个

重担的困难；要面对一个个舞蹈创作的

繁重任务、出色按时交出满意答卷的困

难；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要面对更大

更多的付出、出色完成党的宣传任务的

困难。在种种困难面前，他们从不低头、

永不言败，培养、锻炼了自己的坚强意志。

庆祝建校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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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永不服输的精神”，使同学们走

出校门后，为党、为国家完成了许多重大而

又艰巨的任务。

三是“无私奉献的精神”。舞蹈是一

种相互合作和集体协调的活动，舞蹈队的

同学们都能以集体利益为重、以演出任务

为重，团结合作、甘当配角，特别是舞蹈

队的后勤工作人员，他们默默地为演出做

好一切准备工作，甘当无名英雄，直到现

在，还有很多好事不知是谁做的。正是在

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培养了大家无私奉

献的集体主义精神。

舞蹈队的“团队精神”是一个巨大的

精神财富，它教育、培养了一批国家的优

秀人才，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凝聚力。五十

年过去了，老舞蹈队员们每周还要集合一

次，练习舞蹈。我们约定在清华大学建校

一百周年的时候，那时大家虽都已是七十

多岁的老人，但我们还要走上舞台，演出

《鄂尔多斯舞》，庆祝母校百年华诞，完

成“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宿愿。

红色摇篮  人才辈出

当我漫步在熟悉的清华园里，看到舞

蹈队先后居住过的十六宿舍、三号楼，看

到舞蹈队曾经练过功的明斋前小广场，看

到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引起

我对舞蹈队这个育我、教我的集体的深切

思念、无限眷恋。舞蹈队的优秀“团队精

神”，使我牢固地树立了影响我一生的几

个“信念”，那就是：“永远和党在政治

上保持一致”的信念，“开拓创新、锐意

进取”的信念，“不怕艰险、坚忍不拔”

的信念，“勇挑重担、无私奉献”的信

念。参加工作后，我承担过开创中国第一

个科技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

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工作；做过北京

市第一支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公司的董事

局主席；担任过海淀区区长、北京市副市

长。在这些重要岗位上，我能顺利完成党

交给的各项任务，得益于我在舞蹈队担任

团支部书记和后来担任政治辅导员的工作

岗位上所受到的培养和锻炼。

毕业后，许多同学表现得非常优秀，

在重要岗位上，为党和国家做出了重大贡

献。如：胡锦涛同学成为人民拥戴的党的

总书记、国家主席；陈清泰同学担任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宋序

彤同学担任了城建研究院院长；闵佟同

学成为国家著名汽车发动机专家；殷勤

藻同学成为新闻图像传输与处理领域的学

术带头人；楼叙真同学担任第二汽车制造

厂技术中心主任；吴国蔚同学担任北京工

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等等，金淑

荃、涂光备、李川、魏熙照、靳东明等

同学都是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

贴的专家。

这是党的教育方针的胜利，是坚持又

红又专、全面发展的结果。

清华文工团舞蹈队只是清华大学近百

年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很小很小的小溪，但

它的实践和经验再一次证明，清华不仅是

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培养了一大批专家、

教授、院士、学术带头人，也是革命的熔

炉，培养了一批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干

部、政治领袖和政府首脑。

我们衷心祝贺母校百年寿辰，祝母校

永葆青春！在新的百年里更加辉煌，早日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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