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2011年（下）

2009年9月，接到清华校友总会通

知，为筹备清华大学百年华诞，特组织了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校友访谈”活动，拟

组织机械系团支部同学前来天津访问我，

并发来了访问提纲。我感到有点意外，因

为我这一生也没有做出什么值得访问的突

出成绩来，同时又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

平时就喜欢和年轻人交流，而且我恰是清

华1949年建团时机械系50级团支部第一任

书记。因此，同意并欢迎这次访问。

10月2日上午，清华机械系73班青年

团支部张宏威等十位同学按时到了我家，

同时还带来清华百年校庆准备的几样纪念

品。

依照要求，首先我扼要陈述了遵照国

家统一分配离开清华以来的主要历程和自

己的几点体会。似水年华，转瞬已是耄耋

之年，回顾自己工作将近六十年的过程，

可以说没有辜负清华和党的培育与期望，

真正做到了“革命的螺丝钉”，无条件服

从党、服从革命，只要工作需要，组织要

我到哪里，要我干什么，我都愉快接受和

上任，从无二话，并且努力钻研下去，干

出一定的成绩来。

从我近六十年工作单位性质来讲，先

后有中央国家机关、生产工厂、基建单

位、科研和设计院所。从地区来讲，我先

后被调到北京、天津、郑州、北京、固

安、太原，最后又回到天津。从专业来

讲，由机械到化工，再回到机械。从行业

讲，先后涉及度量衡、油脂制备、日用化

工、轻工机械、发酵、香精香料，以及相

关的环境保护（曾任轻工业环境保护学

会常务理事，兼轻工环保学会机械设备

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

从业务性质讲，不仅从事

技术性较强的生产技术、

设计、科研、基本建设，

还分管过计划、财务、销

售，以及领导政治运动

（“三反”运动）及政治

理论学习。在轻工业部里

还搞了好几年的长远规

划，编写了我国《油脂化

工行业历史资料汇编》，

执笔起草了全国《洗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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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1963—1970年技术政策》和《洗涤用品

1963—1970发展规划》等。

几十年来，不论到哪里，不论承担什

么工作，由于年轻时在清华“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校训的熏陶下，打下了较好的

心理素质和业务基础，都能做到干一行，

爱一行，钻一行，干好一行。

当然，像我这样折腾的经历，从现今

科学用人的观点来看，也不大合理。但

是，由于当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不足

为奇，今后社会也不允许这样。当然，人

的一生中，从事的专业、地区、业务性质

的一些变化，也是难免的。所以，上世纪

60年代，有一次我回清华，当时正在讨论

教学改革，争论焦点之一是走苏联教育路

子（专业分得很细），还是走美国教育

路子（重点抓基础教育，又称“通才教

育”）。应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之邀，我

去他家里，讨论了这个问题。我根据自己

工作十几年的经历和体会，明确支持通才

教育。事实上大学四年如果专业过细，不

可能适应毕业后在社会上工作几十年的各

种需要，何况事物还在不断地发展。我们

班毕业的八十多个人也是如此。当时建国

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亟需建设人

才，尤其是高等院校。我班将近二十人分

配去了各大学院校，后来大都成为机械行

业的著名教授专家。如周尧和，铸造专

家，全国铸造学会理事长，国际铸造学会

主席，中科院院士。章燕申、严普强则是

我国最早从事陀螺仪研究的专家。国家要

创建第一汽车厂（之后含拖拉机、坦克等

行业），国家抽调我们机械系老师孟少农

（庆基）负责筹建，我们班就调去了十几

个人，之后有还有好几个同学也转到这个

行业，像竺培耀、谢渊、张日骞、冯献

堂、李龙天、徐培孝等，后来都成为一

汽、二汽、北汽、南汽、轴承所等的副

总、总工、总设计师、厂长、董事长。范

国宝分配到修造坦克的618厂，还帮助倪

志福发明了闻名世界的“倪志福钻头”。

华国柱则是中国农机研究院院长，国际农

业工程学会理事。其余的同学又占全班将

近一半，则遍布各个行业，从钢铁、有色

金属、轻工、纺织、石油、化工、气象、

林业到航空、航天、海军、磁盘驱动、雷

达、枪炮、原子能、公安，以及军委总参

等，各行各业干什么的都有。几十年来，

很多人工作行业也有不少变化，例如吕应

中在上世纪60年代初调他负责筹建清华

200号工程从而成为我国原子能专家；周

文盛一辈子从事雷达研制，担任了雷达所

所长，雷达局长；孙庆增，1951年就去26

所（我国研制出国内第一台大型高速电子

计算机的研究所）后来任副所长；刘祖

忻、王尔康到我国驻捷克、英国使馆从事

外事工作；刘培年、黄广泰分到国家保密

局工作；史光筠毕业多年后回清华，却任

外语系教授；韩惠康、程贯一、顾士芬、

季鑫泉、施引等则毕业前就直接参加了海

军等等。由于在清华学习期间打下了扎实

的业务基础，锻炼了社会活动能力，所以

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都有所建树。

在介绍了我班同学和我自己的简要情

况后，同学们先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大家

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当前激烈

竞争的就业形势下，认为机械行业是个

老行业，担心毕业后工作的出路和前途问

题；另一个是当前在校期间如何努力的问

题。我根据总的国民经济和技术发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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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谈了一些看法。

首先，我认为不论国民经济和技术发

展到什么阶段，各行各业都始终离不开机

械制备行业，关键是我们自己是否跟得上

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形势，及时根据需要，

不断学习，不断努力创新。我以我们天津

轻机公司所属天津包装机械厂生产的30型

包装机为例，我国包装机技术原来非常落

后，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该厂最早是引

进了国外样机，经过仿制，消化吸收，不

断创新，形成多种适于粉剂、颗粒产品的

包装机械，提高效率几百倍，行销全国，

1987年荣获了国家金奖和莱比锡国际博览

会金奖。即使不说创新产品，有些高精尖

的机械制品，例如新式飞机发动机等，至

今我国机械制造行业仍较先进国家落后。

至于个人，在学期间要充分利用在清

华优越的学习条件，打好人生基础。不仅

是学术方面，应该包括德智体全面发展。

我的性格原来很内向，也从未参加过社会

活动，进清华后，经历了历次学生运动，

先后参加了寒补班、读书会、识字班、职

工夜校和国乐社等社团活动，后来参加了

地下组织民青和党组织，而且有幸担任了

经历北京解放前后的第五届学生会康乐部

长和1949年我国建立青年团时清华机50级

团支部第一任书记，不仅奠定了我的人生

观和政治方向，而且大大改变了我的性

格，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从清华毕业分

配到国家机关轻工业部后，不到两个月就

参加接管和承担一个国营工厂的实际领导

工作，而且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机51级毕

业时，机械系李辑祥主任还特邀我回学校

向同学们做过经验介绍。

我的体质原来较弱，中学毕业时校长

给我临别题词中还专门关照我：“学习固

然重要，身体尤为重要，必须有强健之体

魄，辅以渊博之学问与高尚之品格，方可

以造福于人类。”进清华后，在以马约翰

教授为首的重视体育的氛围环境中，尤其

是我任康乐部长期间，更多的受到马老师

的直接教诲，因此始终坚持体育锻炼，身

体明显强健。几十年来，不论工作多忙，

始终坚持锻炼，至今未改。

另外，关于在校几年的业务学习，正

如前述介绍我班同学几十年的经历来看，

当然仍应着重于本专业的基础知识。至于

个人如有充沛的精力，同时学些自己感兴

趣或专长的其他知识也未尝不可。这里，

我再谈谈自己。

说来有趣，在中学时，我特别喜欢化

学。报考清华、浙大、北洋、同济，全部

是录取的化工系。择校报到时，因中学同

窗好友黄广泰、周文盛均去了清华机械

系，在他们的鼓动下，我入学清华报到时

随即转到机械系。1950年大学毕业参加工

作后，只干了几年机械制造工业，组织上

却让我转向化工，并且一干就是四十多

年。我的科研成果，如获轻工业部重大科

技成果奖《氧化蜡水洗设备的改进》（即

转盘塔）和获国家科委、计委、经委共同

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集体一等奖的《轻工

业环境保护技术政策》等都是化工方面

的。1982—1983年，我负责组织和指导编

订的轻工业部重要科研项目《合成脂肪

酸，合成洗涤剂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

（GB 3547—83，GB 3548—83）获部科研

成果二等奖。发表的60多篇学术论文，也

大都是化工方面的。1984年后我虽然又调

回机械制造行业，主要从事机械制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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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但是仍有不少化工行业的工作，仍兼

任中国轻工环境保护学会常务理事、轻工

环保学会机械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天津

轻工业化学所顾问等职务。好些化学方面

的学术论文也是在归队（机械）后写的，

所以我认为，在学校里的学习主要是打好

基础，不一定也往往不可能囿于一个专

业。

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时光飞逝，大

家只得依依惜别，相约再见。2010年4月

25日，我回清华参加“1950年级毕业60周

年欢聚会”，有机会又一次见到来访的几

位同学，并一起照了相。我衷心盼望他们

这一代清华学友们茁壮成长！

入校60年、毕业56年的机械系铸55班

同学在庆祝母校百年华诞的欣喜日子里返

校了。有的同学已白发苍苍、步履维艰，

但对母校的一片丹心依旧如故。清华在

他们心中永远是不朽的丰碑；是指路的明

灯；也是心灵的依偎，那是一块最圣洁的

精神家园。大学四年，它抚育我们成长，

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指明了我们的方向，

坚定了我们的信念，丰富了我们的学识，

健全了我们的体魄，提升了我们的情操，

增长了我们的才干。近80岁的赤子，纷纷

从祖国各地赶来，祝母校百年昌盛，更铸

辉煌。

过去，我们班每五年聚会一次，为了

纪念百年校庆，延迟了一年，改在百年校

庆时聚会。六年未见，大家更老了，脸上

皱纹更多了，有的背也驼了，甚至需借助

拐杖才能行进。开始，我们预料来的人不

会太多，结果连夫人共来了30多人。有位

同学腰腿不好，他说：“母校百年寿辰，

一生难遇，学子哪有不来之理？我就是坐

轮椅也要来。”有位同学夫人忽然得了重

病，住院开刀，还在重症监护室，他给女

儿们作了安排也匆匆赶来。有的同学重病

在身实在来不了，特意写信前来，祝贺母

校百年华诞、班级团聚，并主动汇款支持

百年校庆班级活动和慰问有病的同学，情

真意切，让人深深感动。清华有多么强

烈的凝聚力，有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才使

得你的十几万莘莘学子，几十年如一日终身

地热爱你，终身地守护你，把你当作精神支

柱，实践你的教导，报答你的养育之恩。

聚会正式开始了，这是以“清华精神

育我成长”为主题的纪念会。耄耋老者

们，如当年开班会一样，争先恐后地发

言，他们畅谈母校的精神，如何培育自己

成长，如何受益无穷，如何成才，如何报

效祖国。两位在清华只念了一年，就匆匆

赶赴苏联留学的同学首先站起来发言。徐

亦璜说：“我是上海人，来清华时我的身

体很弱，经常生病，上体育课，马约翰教

授对我们说：‘清华人要为国家做大事，

要有健全的体魄，不要做东亚病夫’，对

我震动很大。冬天寒风凛冽，马老师一头

人生八十稀  母校情意切
○曾晓萱（1955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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