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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我们相聚清华园

最美人间4月天。2011年4月23日、24

日这个周末，约5万名清华校友从世界各

地纷纷赶来，相聚花团锦簇的清华园，共

同庆祝母校百年华诞。

洁白神圣的二校门，庄严肃穆的大礼

堂，碧草如茵的大草坪，古朴典雅的清华

学堂，清幽淡雅的荷塘月色……美丽的清

华园让多少清华学子魂牵梦绕。2011年4

月的这个周末，太阳格外温暖，蓝天分外

清澈，草木无比青翠，海内外清华学子投

向母校的怀抱，献上无尽的祝福。

忆似水年华

这是一个追忆青春岁月的日子。白发

苍苍的老校友们在清华园里驻足凝视，对

清华的眷恋之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

有丝毫的减弱。

4月23日清晨，1953级土木系校友萧

衍芳早早回到了母校。谈起半个多世纪前

在清华园学习生活的时光，她拿出一张老

照片说：“这是我们班同学出去郊游、敲

脸盆打麻雀时拍的照片。”黑白照片被

仔细地压膜封好，尽管照片上很多面孔

已模糊不清，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仍跃

然眼前。

在工字厅前，一位老校友正拿着相机

取景，志愿者上前想帮他留影，他却笑着

说：“谢谢，不用了，这里我拍了很多

次，只是想再把今天的景色留下。”他是

1965届水电工程系校友阎宗泽。坐了整整

17个小时的火车，他从甘肃特地赶来庆祝

母校的百年华诞。几乎每隔几年他就要回

母校走走看看，“想把不同时期的清华园

留存在相机和记忆里”。

“简直变化太大了，都认不得路

了！”1961届校友徐根福站在新落成的新

清华学堂前，看到清华园变得更漂亮了，

两鬓斑白的他难掩内心的激动之情，他由

衷地为母校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骄傲。

汇学子之情

这是一个回“家”团聚的日子。无论

是毕业了数十年的老校友，还是刚刚毕业

不久的新校友，他们都相约在4月的周末

回到清华园。他们热情相拥，清华的血脉

将每一个清华人紧紧地连在一起。

“一、二、三，茄子”，咔嚓，定

格。1986届自动化系的同学们，在分别了

25年之后，再一次齐聚在大礼堂前合影

留念。“班里20多位同学大部分都回来

了”，从加拿大赶来的班长廖刚兴奋地介

绍说。

在土木系馆前院举行了“唱不尽母校

百年情”音乐沙龙，合唱团演唱了《周总

理来到清华园》等老歌。演员之一、1962

级校友郑捷介绍说，她所在的上海校友艺

术团已经为此次校庆演出排练了数月，演

员中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校友。

新闻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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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庆百年世纪欢，暖零学子喜团

圆。厚德载物多成就，自强不息永向

前。”从湖北宜昌赶来的1960届土木系校

友安明义跪在情人坡前的涂鸦长幅前，弓

着身子，聚精会神、工工整整地在条幅上

写下了返校的感想。

聚国际校友

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热闹的清

华园里还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曾在这里

打开通往中国之门的留学生校友。他们不

远万里从世界的不同角落赶来，用地道的

汉语深情回忆曾在清华度过的丰富多彩的

岁月，向清华百年华诞送上祝福。

贝宁将军阿穆苏兴奋地说：“能回来

参加清华百年校庆太棒了！”阿穆苏17岁

时来到清华读书，重回母校，他惊叹于学

校的巨大变化：“看到清华的变化和进

步，我特别开心。希望清华继续加油，成

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汉学家、原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罗明的

夫人萨安娜感恩地说：“清华为我们打开

通往中国的大门，我对清华

的感情非常深。”新中国成

立后，萨安娜作为第一批东

欧留学生来到中国，在清华

“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

班”学习。能回来见证清华

的百年华诞，她深为感动。

她说：“我们在物资匮乏的

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而现

在看到中国取得如此为世人

瞩目的成绩，我特别高兴，

激动得想哭。” 

1955年进入清华大学建

筑系学习的越南校友阮舍炼，自1961年毕

业回国后，很少有机会再回清华园。此次

回来，他格外激动。阮舍炼称自己是中国

历史的见证者，在清华读书时，他曾在

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时见过毛主席，在大

礼堂听过邓小平讲时事。重回清华，阮舍

炼发现清华园里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

学生，深感清华越来越国际化了。

这是一个庆祝世纪荣光的日子。一直

关心和支持清华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从

世界各地赶来的清华校友与清华师生齐聚

清华园，赞美如诗如画的水木清华，祝福

百年砥砺的母校再创新的辉煌。

著名华人数学家、清华大学数学科学

中心主任丘成桐说，清华的百年发展与国

家和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连，为国家和社会

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通过在清华

的教学，丘成桐对清华精神有了更深的认

识，他希望清华的学子们能深深体会“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既要不断奋

发努力，也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新百

年，新征程，他希望清华在拔尖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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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领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潮流。

图灵奖获得者、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

究院院长姚期智激动地说：“清华大学百

年校庆是难得一遇的盛事，作为清华的一

分子，我感到无比光荣。”他满怀信心

地说：“我相信，中国高校有能力在不久

的将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而我能做

的，就是为中国教育的发展、为清华大学

的发展加倍努力。”

清华大学名誉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原

校长、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张信刚

说，清华百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有口

皆碑、也是实实在在的。能够见证清华百

年校庆，张信刚非常高兴，他祝福下一个

百年清华能够再续辉煌，希望清华人能为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多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总设计师

戚发韧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

院系调整后于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

院。他表示，爱国奉献的清华精神对他影

响深远。他说：“还记得入学时，清华园

里的大标语上写着‘欢迎未来的红色工程

师’，我想我现在可以自豪地说自己是一

名合格的工程师了！”

“我深深地感谢我的母校。”1964届

电机系校友、原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说。

他深深地感谢母校对自己的培养，他说，

我们在清华读书时，生活学习条件非常艰

苦，但同学们依然保持着乐观、积极向上

的精神状态，清华这种乐观昂扬的精神一

直伴随着他。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

云华曾与我校党委书记胡和平等一起为

双方共同建设的中国首个极深地下实验

室——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揭牌。陈云华

热情鼓励清华学子毕业后要到基层一线

去。他说：“希望清华能继续培养出更多

人才，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前任会长御手洗

富士夫先生曾在清华同日本各界的交流合

作中，在设立研究中心、开展中日产学研

交流等方面给予极大支持。他表示，清华

大学是一个非常令他尊重的大学，清华

是很多关键和创新技术的发祥地，将在

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中发挥积极的

作用。

清华校友、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

“国家兴，则学校兴。清华的百年是中国

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清华的性格其实就

是民族的性格。”龚克鼓励清华学子要胸

怀远大理想，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从基层

做起，积跬步以成千里。

校友邓锋感慨道：“离开校园后，对

清华的校训更有感触，理解得更深。”他

希望清华学子们要珍惜在清华的时光：

“这会是你一生最好的选择！”

校友方方对母校的培养充满了感激之

情，他深情地说：“清华刻苦耐劳的作风

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我毕业之后的发

展带来了很深的影响。”对于母校未来的

发展，方方引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的道理建议说，“我们千万不能够有任何

松懈”。

清华校友、奥运冠军王义夫深情地

说：“感谢母校的培养！清华的校训对我

的影响非常大，通过在清华读书学习，我

的综合能力得到了提高。希望更多运动员

和教练员能进入大学学习。”

       （程曦 陈卓琬 胡齐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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