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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过他，都受到范总的热情接待。邓州

市委书记刘朝瑞曾经是一名中学教师，他

见到范总时，熟练地背起了他教过的课文

《岳阳楼记》，一字一句，抑阳顿挫，如

在讲堂，赢得范总的称赞。2005年花洲书

院举行落成典礼时，家乡领导极力盛情邀

请范总前往参加并要我陪同，但由于他身

体的原因未能成行，留下了终生遗憾。

新闻工作的良师益友

我上世纪90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后，组

织上安排我到报社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

次新的使命和考验。半路出家，业务和环

境都很生疏，难题不少。结识范总之后，

他送给我不少书，其中有他著名的《诗书

画》、《敬宜笔记》和书法作品。我在这

些年的新闻工作实践中有意识地向范总学

习，向范总的作品学习，尤其是最近这些

年范总到清华担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我自己觉得与他又多了一层校友的关系，

更加注意经常从网上了解和学习范总的新

闻工作思路和方法，努力做好向经济新闻

工作的转变，受益匪浅，使报纸工作逐渐

得心应手，各项工作步入正轨。我衷心感

谢范总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范总虽然永远

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崇高精神永存！他关

于新闻工作的许多著名论断将是指导我们

继续做好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宝贵财

富。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校离休干部、老学长陈英因病医治

无效，于2010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

年89岁。

陈英，原名程法毅。1921年10月9日

生于福州马尾，早年随家人迁居上海，

1941年毕业于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科学校

土木科。毕业后，他怀抱抗日救国的热

忱，毅然离开了已沦陷的上海，辗转数

月，经厦门、香港等地到达滇缅边境，先

后参加了滇缅铁路、羊街飞机场的建设及

滇黔铁路的勘测工作。1942年受命赴缅北

修建中印公路途中遇日寇突袭，亲历滇缅

大溃逃，幸在中国守军为拒敌炸毁天堑怒

江的惠通桥之前撤回国内，方幸免于难。

1944年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修班，

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民

主青年同盟”，与志同道合同学共同创

建了读书会，组织进步同学学习革命理

论，研讨时政，联络感情，积极参加争

取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活动，

该读书会成为1945年反内战反独裁的昆

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中的一支骨干力

量。1945年他先修班毕业，被保送入西南

联大土木系；联大复员后于1946年10月进

入清华大学土木系继续学业。同年11月他

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

作，任清华北系支部组织委员，参与建立

和发展了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

主青年联盟”，并参与发动、组织了一系

列的学生运动，如1946年底抗议美军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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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沈崇事件），1947年5月“反

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等。

1948年10月他被派往河北平山解放区

华北局党校直属班学习，从此使用党

内化名陈英并沿用至今。1949—1952

年他先后任华北革命大学教员、华北

局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1950年

与革大干部钱玉英喜结良缘。

1952年8月他响应党的知识分子

归队号召，作为调干学生回清华大学

土木系继续学业，1955年7月以全优

成绩毕业留校。留校后曾任清华大学

党委办公室主任，土木系党总支书

记，清华大学行政处总支书记、副处长等

职。1959年10月在“反右倾”运动中他遭

受错误的批判，被免职下放劳动，后在清

华大学土木系施工教研室任教员。1969—

1971年下放到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农场劳

动，返京后任建工系后勤组组长等职。

1979年清华大学党委为他平反，恢复名

誉。1980年起任清华大学建工系党委副

书记等职。1986年离休。

陈英学长很早就具有为国献身的精

神。40年代的滇缅乃“瘴疟”之地，时谓

有去无归。他不顾父亲劝阻，以羸弱之身

（患有肺结核，两兄弟皆因此而亡）毅然

前往，果染疟疾，遗害十余年。他为人热

情，乐于助人，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读

书时被周围的同志和同学们尊称为“老大

哥”。他充满革命激情，对年轻人循循善

诱，在多人的回忆中都视他为人生的引路

人。他一生追求真理，追求正义，在白色

恐怖下带领弟妹们走上革命道路，形成一

个革命的大家庭。在蒙冤的近20年中他没

有自暴自弃，没有失去自信，而是用他坚

强的身心支撑起一片小小的天空，维护了

一个和谐的家庭，使家中长辈们能够颐养

天年，使子女们能在无忧无虑中健康成

长。他在政治与专业上均孜孜不倦，工作

上兢兢业业，不拘不苟，坚持原则而又通

情达理。虽遇坎坷，他矢志不渝，坚持自

己做人的原则。早在“文革”初期他和教

研组的一些同志就识破了江青一伙搞个人

迷信，结党营私的真面目，鄙视他们利用

政治运动以泄私愤、不顾党和国家利益的

行径。在“文革”中他多次拒绝了造反派

要他揭发过去校领导的要求，他认为利用

政治运动打击迫害过自己的人，不是光明

磊落的人应有的举动。

陈英学长的一生有参加抗战参加革

命的燃情岁月，有被打成反党右倾分子的

悲愤含冤岁月，有孜孜不倦追求真理和救

国之道的艰辛岁月，也有时间蹉跎壮志

难酬的无奈岁月，虽历经坎坷却热爱祖

国，热爱家庭，热爱生活，真诚对待朋友

同志，坚持做到了一个追求真理、正直坦

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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