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2 清华校友通讯

怀念师友

访谈刘达老校长的启示
——纪念刘达老校长诞辰100周年

○徐心坦（1961水利）

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也

是刘达老校长诞辰100周年。在这特殊

的历史时刻，我不禁想起了1990年下半

年，我们访问了曾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的

刘达同志。地点在甲所的一个接待室。

他年已79岁。刘老从自己进清华感受讲

起。他说：“我是1977年4月29日来清华

的。”“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清华，冤假错案

堆积如山，教学科研几乎陷于停顿，……

可谓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接着，刘老

重点叙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史实。

1．知错就改，依靠清华自身干部。

刘老说：“我初来清华，又不了解情况，

工作很难开展。于是要求市委增派了80多

名各区、县、局的领导干部进校，与原来

的30多名联络员一起组织工作队。起初，

我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但不久就发

现，他们许多也同样不了解清华情况。这

一事实对我触动颇大，我感到要实现拨乱

反正，还必须依靠清华自己。……清华原

来的干部是好的……只有依靠他们，才能

实现拨乱反正。”从而，刘达同志陆续起

用了原来的清华干部，100多名工作队员

先后离校返回了原单位。各项工作得到迅

速开展。

2．冲破“两个凡是”，走出困境。

刘老说：“在我进清华时，‘两个凡

是’(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

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

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影响还是很大

的。”“清查工作中遇到的阻力是很大

的。当时的市委曾有‘五条’明文规定，

什么何东昌的案不能翻；刘冰的案不能

翻；‘一二•九批示’不能翻；等等。

但是我们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冲破了

‘两个凡是’的束缚，迅速恢复了何东

昌、艾知生同志的领导职务，并在充分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翻了1969年1月的

所谓《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

育”、“给出路”的政策》的假经验、

1973年的‘三个月运动’以及1975年刘冰

等四同志给毛主席的信等几个关系全校、

影响全国的大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

立案审查的1120人也逐个进行了复查，作

了书面结论，落实了政策。”“……这样

1992年夏，图书馆新馆建成后，徐心坦陪刘
达同志到新馆参观，刘达同志饶有兴趣地在图书
馆新馆书库查阅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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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学校安定了许多，大家的思想都稳

定了下来。”“……而且很快从困境中走

了出来。”

3．进行大规模调整，使各项工作走

上正轨。刘老介绍说：“由于‘文革’期

间违背教育规律办事……影响了各项工作

的正常开展。1978年我向邓小平同志作工

作汇报时反映了这些问题，并提出要从清

华实际出发对各方面进行调整。小平同志

听后着重指出，‘办学校要按学校工作规

律办事’。为此，在校党委领导下学校开

始了各方面的整顿工作。首先是调整学校

的规模和布局。其次是改善学校教职工队

伍结构。再次是加强学科建设，适当增

加理科、管理学科和文史学科，先后建

立了应用数学系、物理系、经济管理系

等……。同时扩大对外交流，加强与外界

的联系……。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学校的

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4．极力保护清华古建筑，保持清华

风貌。刘老激动地对我们讲述：“‘文

革’中…给校园带来严重破坏……如科学

馆屋顶被烧；二校门被拆；‘清华学堂’

这个清华有史以来首批校舍的主体建筑，

门窗和地板被拆得破烂不堪；朱自清、吴

晗在西院的故居也受到破坏。‘文革’结

束后，有些同志从经济上考虑主张把清华

学堂和西院拆除。我没有同意。我主张在

保留原貌的基础上给予修缮。因为我觉得

它们的意义已不只是一幢房子，而是一种

象征——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清华的风

貌。清华学堂是清华历史的见证。”

5．主动退居二线，有利清华发展。

访谈将告结束，刘老饱含着对清华的深深

情感说：“到了1982年，学校基本完成了

恢复与调整任务，及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

深入开展教学与科研，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方面。学校工作进入到‘着重提高，在提

高中发展’的新阶段。”“这时，我越

来越觉得应该让比较了解科学技术的同

1991年2月1日，清华大学举行“刘达同志从事革命工作55周年祝贺
会”（当年刘达80周岁），图为会后刘达夫妇(右5、右6)与曾在党办、
校办工作过的同志们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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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不断的脐带
——忆接待刘达校长来访

○林曰钿（1967自控）

我在福建电子计算机公司工作期间，

前后曾接待过学校时任领导刘达、李传

信、方惠坚等老师。由于专业的原因，接

待刘达校长最令我难忘。

1984年春，福州出现倒春寒。刘达校

长冒着潮湿的寒风来到了福建电子计算机

公司。他精神饱满，又带来了一颗与年龄

不对称的年轻的心。我是前一天晚上接到

福建省委通知，清华大学刘达校长要来我

公司参观。省委负责通知的同志还进一步

介绍，省委提供一串可供参观的单位的建

议清单，他首点了我所在的公司。

刘达校长并不知道福建电子计算机公

司的负责人是他的学生。可见，他此程并

不是看望他的学生，而是带有强烈的心绪

而来。对于他有备而来，我也有备接待，

就早早地在门口恭候他的到来。小车刚停

下来，我迎上车门口：“校长早!”他眼

 刘达校长（左2）仔细听作者（右1）
介绍公司有关技术情况

志来主持学校工作，这样对清华的发展会

更为有利。”“于是我主动要求退居二

线，先是辞去了校党委书记，一年后又

辞去了校长职务。现在我担任清华大学名

誉校长，仍然是清华的一员，时刻关注着

清华的发展。”

刘老的讲述，使我们重温了这段我们

亲历过的历史，备感亲切。他那坚持真

理、实事求是；一身正气、无所畏惧；当

机立断、抓紧抓实；倾听意见、知错就改

的精神和作风是我们的表率和楷模。我们

感到庆幸，在清华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

来了这位好领导，他给清华园带来了“春

天”使万物复苏。我们也感到欣慰，因为

我们的访谈而获得了刘老亲自讲述的这一

段史实，并将它真实地记载下来。同时，

进一步启示我们，这一段历史对后来清华

能够顺利地走上提高的新阶段是多么的重

要。它不仅仅是扫清障碍、铺平道路，而

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能以超乎人

们想象的很短的时间，使学校走向稳定，

走向正轨。显而易见，如果当时还继续受

着“两个凡是”的束缚，如果工作队还停

留在各个领导岗位，清华自身干部得不到

启用，……那么，清华走向提高的新阶

段，不知要向后延缓多少时日。刘达同志

在清华这段历史中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将永远载入清华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