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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梦中的家园

纪念文稿

○李德宽（1962动力）

人生苦短，转眼间已过七十古稀之

年，这时候的人往往会沉湎于往事回忆之

中。而最难忘、最常萦回在我脑海中的是

我的大学生活——清华园，我魂牵梦绕的

家园。

进清华园，能在动力机械系学习生活

达六年之久，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我在

天津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前，因品学兼优被

学校推荐到留苏预备班。高考过后又被通

知进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中学六年的时光

里，一直认真接受党的培养与教育的年轻

人，一切服从党的安排，这是我不二的选

择。从一个原是美国兵营改造的中学校舍

进入了如诗如画的清华校园，那种感觉难

以言表。那年，我同班的一中同学共有8

人考进清华(1个特长生试验班)，我们成

群结队，欢声笑语，走过二校门，在大礼

堂前留影，到图书馆前看断碑（当时断碑

在图书馆前）。穿越大操场，沿水木清华

到工字厅看李鸿章留下的别墅古迹，一切

都那么新鲜，美好，引发无限遐想。正当

我准备到工程物理系了解专业情况时，忽

接校办通知，校团委书记张慕葏找我谈

话，于是不敢怠慢，立刻到第二教学楼去

见张书记。谈话内容出乎意料，竟然是要

我到动力机械系汽车专业报到，理由是那

里缺班长。又是“驯服工具论”指导我，

糊里糊涂地进了汽车专业。其实后来了解

到，班里同学在中学时任团支书职务的不

下十数人。

一年级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愉快的。

参加校军乐团，随系田径队练习200米栏

和三级跳远，成为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

也实现了全年全5分的学业追求。

正当一切顺利的时候，建国后首次党

的整风运动和接踵而来的反右斗争开始

了。突如其来，始料不及，也毫无准备。

凭着几次与班里党员同学的思想交流，我

被党员同学认定为左派，在随后的反右斗

争中成为汽12班的领导小组组长。我们认

真学习党的文件，自我检查思想上不健康

的东西，也善意地批评了班内一些同学的

世俗言论和落后的小农意识。但是突然要

在一群朝气蓬勃、友爱无间的同窗中分出

敌与我，这是我怎么也想不通、也坚决做

不到的事。运动过后，班里平安无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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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自己也被戴上一顶觉悟不高、界限不

清的小帽子。真是阿弥陀佛，一个地主家

庭出身的人不站错队就是幸事了，又怎能

有那么高的“阶级觉悟”呢。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听知名教授讲

课，领略学者风采，拉近了与久仰大名的

专家的距离；为占大教室的前排座位，在

课间的15分钟内要跑步前进；为能在图书

馆中有一席之地，在晚饭前先用书包占一

个位置；听邓小平总书记、张爱萍上将的

报告；为欢迎苏加诺总统，因纪律不好全

校同学挨了高教部长杨秀峰一顿严厉的批

评；携同窗好友去西山八大处野游，巧遇

朱德元帅和康克清同志，近距离地看到了

老人家的淳厚容貌；参加校文工团，在政

协礼堂为周总理表演自编的节目；在上海

交大展现清华学子的文艺风采；乘军舰去

长岛为海军演出，在挖空的山体内见到了

坚如磐石的海防工程。优良的学习环境，

丰富的社团活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实

践和思想教育，培养造就了清华学子非同

一般的素养和能力。“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校训更是成为清华学子毕业后不断

体会和践行的座右铭。

紧张的学习生活和接踵而来的各种政

治运动损害了我的身体健康，严重的神经

衰弱迫使我不得不选择休学一年。1959年

秋天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山东威海。

青山碧海，红瓦粉墙，有英欧风貌的威海

小城，勾起我许多童年的同忆。清凉的海

风疏散了我紧张的神经，淳朴的乡情温暖

我曾经政治风暴的心地。同时请高师教练

太极拳，练气功，身体逐渐得到康复。由

于坚持练太极，一练就是五十多年，至今

仍常练不辍，真是受益匪浅——“祸兮，

福所倚”，古代哲人的话太对了。

大学最后两年的学习生活是在汽2班

(1962届)度过的。带着对母校的无限依

恋，我离开清华被分配到设在天津大学校

园内的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工作。从清华园

走进天大校园，顿感巨大的差异，这种差

异只有亲临其境才能深刻体验。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是中科院院士、天

津大学前校长史绍熙教授创办的，他是一

位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为我国内燃机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58年他

推动天大联合原农机部和天津市合办了天内

所，科技人员90％左右是从天津大学毕业的

各届本科生和研究生，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只

有3～5名。由于合办的机制不健全，在那个

政治运动多的年代矛盾自然不少。

1984年由于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

支持，天内所的党政才完全归天津大学管

理。改革开放赋予天内所新的生命力，

也给了我发挥作用的机会，从研究室主

任、常务副所长做到所长。我1991年接任

所长职务时已经56岁了，临危受命，不敢

有一丝懈怠。改革开放已经15年，国家的

大环境和学校给予研究所的各项政策都非

常好，但当时研究所的处境却相当艰难，

年科研经费收入只有200万元。破旧的设

备，荒草丛生的院落，也多少反映了全所

职工的思想情绪。

“自强不息”的校训，培育了我知难

而进的性格，我充分发挥了所长与所党委

集体领导的智慧和权威性，在人事制度、

科研体制和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大胆而

稳妥的改革，激发了全所职工的积极性，

使全所面貌一新。在机械部汽车司的关

心支持下，天内所成立了“摩托车技术



16 清华校友通讯

中心”，借助机械部给予的150万美元外

汇补贴和摩托车业界850万人民币的资助

款，购置了先进的检测设备与设计研发设

备；与马来西亚金狮集团合资建立“朝霞

科技发展公司”，成为国内唯一的摩托车

及发动机专业研发中心；在国家质检总局

的关心支持下，成立国家摩托车技术质量

监督检测中心，并建成国内唯一的摩托车

试验场。我国内燃机和机动车辆测试技术

落后，测试装置的生产更属空白，我们抓

住这一机遇，成立测控技术开发公司，形

成年产值数千万元的测控装置研发制造产

业。最终天内所形成了内燃机与摩托车技

术研发、测控技术研发与装备制造、产品

质量监督检测三足鼎立而互补的健康发展

局面，成为国际知名的内燃机和摩托车技

术研究所。

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欲

求事业的发展，领导者的德行和魅力非常

重要。领导者必须“厚德载物”，在荣誉

面前不居功，在利益面前不伸手，甚至要

吃得亏；在困难面前敢于直面不畏缩，能

吃得苦；无论对上对下都要诚信亲和：只

有“厚德”才能承载群众的殷切期望，才

能不辜负上级的关怀与嘱托。

岁月不饶人，1999年底，我终于带着

还未完成心中愿景的遗憾离开所长职位退

休了。蒋南翔校长鼓励我们要为祖国健康

地工作五十年。退休以后，在朋友的鼓动

下与台商合作办起了摩托车制造公司；又

在儿子的推动下，瞄准国家政策的变化，

办起了机动车测试技术与装备研发公司。

随着汽车、摩托车保有量的增加，尾

气排放对大气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但测试

尾气排放的技术与装备完全处于空白状

态。日本和奥地利的测试装置独占了中国

的市场，一套完整的汽车尾气排放测试装

置价值约300万～500万美元。我在天内所

所长任内就想着手研发相关技术与装置，

退休意味着有了更多的自由时空，就决定

再闯一回。自2003年起，与天津大学光电

子与精密仪器学院合作，先后开发了摩托

车尾气排放测试装置、汽车尾气排放测试

装置和三维无坐标光学扫描仪等具有国内

首创性、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反响较好，

也小有成绩。

光阴似箭，在不知不觉中已过了古稀

之年，回首往事无限感慨，再一次想起清

华校训——厚德载物。德是道，是素养，

是精神，德厚而物众，清华园所给予我

的，真可谓受益终生。

贺新郎·清华百年感怀

○吴敏生（1970精仪）

梦萦故园路，穿越了痛史烟尘，

寻踪水木。蒙难方知报国心，几度书

剑同仇，数不尽风流人物。自强厚德

乘长风，兴华夏后学多砥柱。众星

灿，烁今古。

新元开启云飞渡，看四海百舸争

流，群雄逐鹿。筚路冲顶山外山，峰

回摩崖云雾，知多少艰难险阻。应学

前贤流誉后，愿新秀励志展宏图。荷

塘月，听新赋。

辛卯三月清华百年校庆日

庆祝建校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