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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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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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只穿一件白衬衣、一件黑背心、一

条齐膝的马裤，威风凛凛地站在大操场上

督查我们的体育课，他真是我当时心中最

亮丽的风景线。我下决心不做‘东亚病

夫’，做能为国家做大事的清华人。从

此，我坚持每天锻炼，从一个体弱多病的

弱者成了体魄健全的人。后来，长期从事

石油开发研制工作，条件相当艰苦，我都

能胜任，清华的教育改变了我的一生。”

郑华安说：“上大学前我喜欢玩，身体却

不算健壮，老感冒，清华严格、科学的体

育锻炼，使我终生获益。首先，树立了远

大的目标，做强者要有强健的体魄，使我

几十年如一日地自觉锻炼。其次，要有科

学的锻炼方法，马约翰老师要我们每天体

育锻炼后洗澡时，先用热水再用凉水冲，

这样，可保持血管的韧性和防止感冒。我

照做了，一直坚持到现在。60年过去了，

我几乎从不感冒。至今，我仍然经常以凉

水冲澡，保持身体的活力。我一生能肩负

重任而压不垮，得益于清华严格、科学的

体育锻炼和教育”。我们的老体委王汝耀

发言了：“今天我们班庆祝清华百年校庆

团聚，看到许多同学喜气洋洋、身体健

康，我真是高兴！我这个当年的体委没有

白当。想当年，我们班同学团结友爱，事

事争先，一到下午4：30就冲向操场，刻

苦锻炼，通过劳动卫国制体育锻炼的比例

很高，成绩尤为突出。我们响应蒋南翔校

长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锻炼坚

持不懈，男生每周来回跑颐和园三四次，

女生则每天跑2400多米，个个身强力壮。

更重要的是为终生锻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和培养了乐观坚强的性格。毕业后，无论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坚持每天锻炼长跑，直

到近80岁。现在，我改为慢跑和揉双杠，

每天还得来几十下，我依然肌肉丰满健

壮、有活力。”有的同学说，我们班在清

华优良的体育氛围中，体育兴趣也很广

泛，班上有多人参加校队的竞技活动，校

篮球、足球、排球、游泳队里都闪耀着

铸55班同学的矫健身影。至今，班上大

多数同学还

比较健康。

去年，我们

班的张群华

同学以76岁

的高龄登上

了5000多英

尺的非洲第

一高峰——

乞立马扎罗

峰。目前，

我们班因自

然原因去世

的 只 有 两
百年校庆之际，1951年入学的机械系铸55班老校友于新清华学堂前合影。前

排左一为作者曾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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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同年级中也是最低的。

大家还回忆起上大学时的许多往事，

犹如昨日，历历在目。上大学时，正值新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席卷全国

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促使我

们更加明确了学习的目的。当时年级中不

少人不愿念铸造专业，认为它太苦太累，

我们班的同学都抱着改变祖国面貌的决

心，自愿选择了这个“不好的”专业，我

们企盼着以自己的科学知识和劳动去改造

这个专业。到鞍钢等大企业实习，看到了

钢花飞溅、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场面，扩

展了我们的眼界；到工人家家访，让我们

懂得了新旧社会两重天。这一切激励我们

奋进，同学们更加热爱祖国，学习更加勤

奋，全班学习成绩优秀，平均成绩达到

4.9分以上（5分为满分）。更可贵的是，

班上还组织了全系的第一个课外科研小

组，坚持多年，在教师的指导下，针对铸

造界存在的问题，阅读中外文献，动手做

实验，做科学报告。学会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充分调动了同学们的创造性和主动

学习精神，也学习了严谨求实的科学学

风。毕业时我们班有两位同学获得金质奖

章，一批同学获得了奖状和奖金。

我们班不仅学习成绩突出、体育运动

开展得好，其他方面也朝气蓬勃。我们的

党团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每三人中就有

一个党员。我们还创造了适合青年特点

的“团小组日记”，发挥集体力量，相互

学习、相互关心，交流思想，鼓励先进，

提携后进，共同进步。我们还组织了周末

的文艺书籍和小说的评论会，对当时流行

的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钢与

渣》《青年近卫军》等都进行过热烈、认

真的讨论，汲取营养。周末，班上的男生

小合唱、四重唱更是享誉全系，中外名曲

荡漾在明斋东头的走廊上，洋溢着青春的

活力。我们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建校劳动，

1、2号楼建设所用的石子不少是我们洗

的，成行的树也是我们栽的。60年弹指一

挥间，当时的小树已长成了几层楼高的参

天大树，然而，当时劳动的欢歌笑语好像

仍然在耳边回旋。假期，我们还组织同学

去颐和园划船，去天坛访古、圆明园凭

吊，劳逸结合、增进友谊、陶冶情操。清

华的阳光雨露沐浴我们健康成长，我们获

得了学校颁发的“先进集体”称号。

毕业后，由于国家急需人才，大力发

展高等教育，我们班绝大部分同学去了高

校和研究机关，我们本着清华 “爱国奉

献、求实创新” 的教导，为国家培养了

大批高级人才，创造了不少科研成果，获

得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的奖励。有的同

学把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铸造工艺结合，

形成了崭新的模拟仿真技术，把铸造学科

和技术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为推动中国的

材料加工工业做出了新贡献。班上获得院

士、校长、教授、研究员、总工、党委书

记等高级职务的占了班上的绝大多数。半

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随着祖国一起成

长、一起经受磨难、一起迎来了改革开放

的春天。我们无怨无悔，我们把自己的青

春年华都献给了祖国，交了一份合格的答

卷，不愧为清华的传人。现在，有的同学

还在第一线上奉献，有的还在发挥余热，

有的在培育下一代，有的在著书立说，不

管做什么，我们都要把培育我们的、伟大

的清华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为中国

的重新崛起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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