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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才二十四五岁，如今都已古稀，能不变

吗！就拿我们照相身后的这块地方来说

吧，原来是我们汽车专业的汽车楼，现在

变成了新建的新清华学堂建筑群（包括新

清华学堂、音乐厅、校史馆）。一切都在

变，为了母校百年校庆团聚，我们班31名

同学除两名去世、3名病重外，其余26名

同学从天南海北都汇聚在一起了。令人

感动的是一个泰州的患有帕金森病的同

学在他夫人的陪伴下坐着轮椅也来了。

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大家的

清华情结！

2011年9月于南京

我们班又团聚了。新清华学堂前，2011

年4月24日

1960年我从内蒙古杭锦后旗中学（现

恢复奋斗中学原名）毕业。因喜欢美术，

第一志愿报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但建筑系

不对内蒙古招生，被录取到机械制造系。

次年，为落实毛主席工业“以钢为纲”的

指示，从机械系中分出几个专业成立了冶

金系，我被调整到金属热加工工艺及设备

专业焊接专门化，习惯上仍称机械系焊接

专业。清华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作

为工科大学的学生，最高追求是当一名称

职的工程师或专家，以能在所学专业领域

内作出贡献、有所成就。那时，学校已不

便公开认同是“工程师的摇篮”了，提的

口号是：做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劳动者，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毕业几十年了，

回想起在母校受到的培养和教育，终生受

益、终生难忘。

清华特别重视学好基础性知识，打下

再提高基础，以增强学生毕业后较广泛的

工作适应能力。六年中基础课（包括大专

业基础课）就满满安排了四年，内容较广

泛，学习较深入，要求也严格，主要基础

课一门不及格就要留级。

清华教我当组长
○郭世昌（1966机械）

2011年3月，石家庄校友会母校百年校庆
庆祝大会上，郭世昌校友（左）和校务委员会
副主任何建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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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特别提倡全面发展，着眼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学校怕我们读书读成书呆

子或累垮身体，动员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

有益的课外活动。为了“逼”我们星期天

出去玩，图书馆经常关门。记得校领导还

公开讲过，清华不仅要培养工程师，也可

以出音乐家（那时学校有一位同学钢琴弹

得特别好）……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课

外活动积极分子，高中时曾任学生会文艺

部长、文工团长，同时还是校足球队的替

补队员，所以对清华的音体美，诗歌创

作、电影评论等活动都感兴趣。“广”

或“专”的爱好虽然挤占了我们不少时

间，但并未对学习造成影响，反而促使

我们提高了听讲质量，改进了学习方

法。

清华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有意识让学生尽早接触社会实践。那时，

我们经常结合课程在校办工厂亲自动手操

作机器完成作业，还在太原重机厂进行过

实习劳动，在哈尔滨锅炉厂真刀真枪搞过

毕业设计（所谓“真刀真枪”，就是在老

师和厂内工程师的带领下，每个小组完成

一项工厂需要的科研课题，并能够在本厂

生产中应用）。使我们在出校门之前就懂

得了如何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

且提前熟悉了工厂，特别是熟悉了工人。

我还记得毕业前夕，系里为我们增开

了一门社会课，主要内容是围绕“如何当

好科研课题小组长”讲了一些实用知识，

诸如如何谋划课题、制定攻关方案；如

何对小组工作和组员组织安排、协调调

度；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发挥每个人的

专长，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如何适应社

会环境……老师明确告诉我们，随着科学

技术的进步，绝大多数科研课题都需要几

个学科配合、几个人合作来破解，如果不

能组织好、协调好七八个人的团队，个

人学术水平再高也很难完成重大的科研

任务。

我毕业后分配到一机部，先在宁夏第

二工程机械厂（银川），后调到宣化风动

机械厂。一进厂首先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

育。上班时工人师傅教我电焊操作技术

（有不少是诀窍），下班后我给电焊工人

上焊接技术课，和工人一起挖防空洞、一

起修战备路、一起唱革命歌曲、一起出车

间墙报、一起总结小组工作，厂排球队也

拉我上场，掰手腕我是电焊组第三，从未

感觉到是在接受再教育，实际上我就是工

人。这显然是受益于清华提倡的全面发展

和提前熟悉工厂、熟悉工人的实践活动。

1972年，按中央要求，知识分子结束

劳动锻炼，进入技术岗位。我开始在车间

任技术员，一上手就是为保证焊接质量、

减轻劳动强度设计制造自动焊接转胎。

半年后调入厂办研究所，参加新产品研制

工作。虽然8吨多重的井下掘进钻车绝大

部分是焊接构件（我的专业），但凿岩钻

具、自行式底盘及控制系统不仅跨入冷加

工，而且不是涉及液压技术就是涉及气动

原理。虽然跨专业大了些，但由于在校时

基础知识学得较宽，找些资料，钻研一

阵，实践一阵，对整个钻车也就入门了。

想起清华重视学好基础知识和培养学生动

手能力，确实是很有针对性的举措。后来

厂里“逼”我当上了课题组长，新产品研

制任务也接二连三地下达，十年内我们小

组牵头完成三项、与别人配合完成一项一

机部、冶金部下达的重点大型机械设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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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研制项目，均被鉴定为填补国内空

白，处于领先水平。12次获得国家部委、

河北省市科技成果奖、优秀新产品奖、优

秀设计奖，其中我们小组牵头的一等奖三

项。清华培养我当好了课题组长，实现了

多出科技成果的愿望。而当好课题组长、

多出科技成果又成了担任副总工程师、总

工程师的基础。后来任命我当厂长，因舍

不得撇开新产品研制工作而拖着没上任，

在我十分敬重的离休老书记“严厉批评”

后才答应干两年，等有了新厂长后，我再

回到总工程师岗位。

1983年至1985年，组织上安排我到中

央党校培训部研究生班（二年制）脱产学

习，又遇上蒋南翔老校长在中央党校主持

工作，他把清华的学宽些、学深些、基

础打扎实些的理念也带到党校，使我们又

满满读了两年书，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等5门需取得单科考试合格证的主课，还

安排了法学基础知识、国民经济、现代科

技、军事知识、国际政治等9门必修课，

而且还要求选学外语。主课外讲座也非常

多，什么文史讲座、形式逻辑讲座……甚

至还有大型交响音乐讲座、西方人体美术

讲座。记得美术教授在讲课结束前告诫我

们：美术学院几年的知识我不可能让你们

两小时接受，我只希望你们有了权后，遇

到对某些美术作品是艺术还是黄色的争论

时，能够说这里面有学问，先听听专家的

意见吧。这一段学习也十分有用，要不一

直钻研业务、只谋科技成果的我真不知如

何当好党政干部。

虽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国

家需要一部分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我

们这些课题组长们被一个个推上市长、

主任、副省长的岗位，但使我真正享受成就

感的还是当好课题组长、多出科技成果的那

段日子，而那段日子所以美好，主要得益于

母校“又红又专”和“学好基础知识、提高

综合素质、培养动手能力”以及“当好小组

长”的教育思想和具体措施。

值此清华百年大庆之际，特向辛勤

教我的老师和热心帮我的同学表示衷心

的感谢。

书法  董松泉（1949中文）

百年清华百年喜
○王树文（1966精仪）

百年峥嵘百感多，百年创业百战多。

百年大计育桃李，百年树人十万多。

百事争先迈大步，百尺竿头进一步。

百花齐放总是春，百折不挠不停步。

                       201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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