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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华诞   海棠盛开
——忆31年前校庆日邓颖超同志的亲切会见

○白新桂（1959机械）

春风年年吹绿大地，鲜花岁岁开满群

山。在这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的历史长

河中，你能走过几个100年？当春风再一

次吹绿大地，鲜花又一次开满群山的时

候，海内外的清华人迎来了清华大学百年

华诞！百年清华的今天，已是一个国人向

往、世人瞩目的地方。在这意义重大的日

子里，我站在这片培育了我家三代人，而

我又为之奋斗了50多年的土地上，心绪难

以平静。清华大学的今天，是全体清华人

赋予了她生命的内涵，是党和人民，尤其

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的革命

先烈们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清华的

新生！在这山花烂漫、人海如潮、漫山遍

野的花海丛中，唯有那一丛丛一簇簇的海

棠花是那样的鲜艳夺目，因为他们是永远

盛开在我心中的花！

31年前，同样是鲜花盛开的时节，同

样是海棠花怒放的时候，在1980年4月27

日清华人喜迎69周年校庆的日子里,敬爱

的邓颖超同志邀请我们夫妇到中南海西花

厅的家中做客。那天上午10点，我和夫人

张蔼丽迎着濛濛的细雨来到了中南海西花

厅。一位头发花白的解放军同志把我们领

进门厅，邓颖超同志的秘书赵炜同志笑容

满面地迎了出来说：“欢迎你们！邓妈妈

还在接待客人，请稍等片刻。”话音未

落，门第二次打开，敬爱的邓妈妈向我们

走来。我们赶紧迎上去紧紧握住她老人家

的双手向她问好。邓妈妈十分高兴，拉着

我的手说：“白新桂同志你好啊！你怎么

这么瘦了呀？”她看到我们的衣服被雨淋

湿了，非常关心地问我们要不要换一换，

还问我们怎么来的，我回答是坐公共汽车

来的。邓妈妈马上拉着站在她身后的两位

客人介绍说：“这两位是车耀先烈士的女

儿车世英同志和她的女儿，她们一直想来

看我，都两年了今天才见了面。”邓妈妈

又对车世英同志介绍说：“这是清华大学

的白新桂夫妇，他们的父辈[1]也是早期的

上海地下工作者。你们都是革命者的后

代。你有车，回去的时候你们一起走，顺

便把他们送回清华吧！” 

邓妈妈慈祥地微笑着把我们领到会客

厅的沙发就坐，拿出糖和花生放在我们的

面前让大家吃，并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外国

朋友和友人送的。还亲自动手挑选了几块

糖放在我的手上。又十分关心地问我们的

孩子们为什么没有来？我们告诉邓妈妈，

今天是清华校庆，孩子们有活动。我们今

天同时还受清华大学校友联络处的委托，

把呈邓颖超同志的信和《清华校友通讯》

复刊号送给她，并转达清华大学党委和全

校师生员工对她老人家的问候！

邓妈妈高兴地翻阅着《清华校友通

讯》，并拉着张蔼丽的手让张蔼丽读信和

《清华校友通讯》给她听。她高兴地说：

“我祝贺《清华校友通讯》复刊！百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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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文日新。”还要求我们回校后，一

定要转达她对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的问

候，祝大家节日快乐！我告诉邓妈妈，全

校师生都非常想念她老人家！此时的邓妈

妈非常激动，语重心长地说：“清华大学

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在北平和平解放

前夕，我们解放军的前线指战员，当时的

政治委员是刘道生同志，他们遵照党中央

和毛主席的命令，为了保护清华、燕京等

名校和历史文物古迹，没有动用重型武

器。解放军指战员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

鲜血换来了清华大学的解放和新生。清华

大学的革命师生们也为我国的民主革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及社会主

义改造和建设的胜利，前赴后继。用自己

的生命和血汗作出了很大贡献。今天我们

活着的人，要永远缅怀先烈们，继承他们

未竟的事业。现在的清华大学，成为了我

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学，成为了红色工

程师的摇篮。清华大学建校已69周年了，

从1949年至今也已31年了。清华大学在各

个历史阶段，都是名校。解放后，恩来同

志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曾多次亲临清

华大学，他生前十分关心清华大学的建设

和发展。我在解放后去过清华三次。50年

代一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一次，在‘文

革’中你们学校发生武斗后，为清华园里

的荒岛上埋着武斗中死去的几个人的事去

过一次。现在那个坟平了没有？”我告诉

她已经平了。邓妈妈严肃地说：“我看还

是平了好。”邓妈妈十分关切地问：“清

华那个给毛主席上书的刘冰同志的政策落

实了吧？你父亲的政策落实了吗？现在清

华大学的党委书记是刘达同志吗？学校的

状况怎样？”我告诉她老人家，现在刘冰

同志已经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我岳父

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安葬于八宝山革

命公墓。同时，我汇报了自己所知道的学

校情况，告诉她老人家：“刘达同志是学

校现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学校在刘达同志

和校党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了党

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实事求是，解放

思想，拨乱反正，恢复学校领导秩序，

团结一致向前看，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

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清华的广

大师生员工是满意的。”邓妈妈听后深

情地告诉我们：全党吸取了过去的经验

教训，我们的党和国家一定会建设得更

好。清华大学也一定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

期望，一定会越办越好。一定会跻身于世

界名校之林！

邓妈妈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在我们

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

五中全会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之后，全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五

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一件大

事。接班不是一个人接班，而是集体接

班。取消了实际存在的终身制。这是党心

民心之所向。历史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

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国家是

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国家的建设要靠你

们，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你们。我们都是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做为一名共产党员，

本来就应该为革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献

出终生。我已经77岁了，2000年我是看不

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是看不到了，但

是你们可以看得到。清华大学百周年，我

更是看不到了。但是你们刚44岁，还年

轻。我寄希望于你们，因为你们是党培育

荷花池



164 清华校友通讯

的一代。你们要坚持革命的理想；要有

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实事求是

的正确思想路线；要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

神；要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

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清华大学的校

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很好的概

括。你们一定要做到：要有理想，要又

红又专，德育为先，全面发展，做党和国

家教育事业的忠诚战士！邓妈妈的谆谆教

诲，我们用心聆听，至今铭刻在心。 

时已正午，邓妈妈的秘书赵炜同志提

议：请邓妈妈到庭院同大家合影留念。我

们搀扶着邓妈妈来到庭院。雨过天晴的西

花厅，灿烂的春光照射在 满雨珠的花

树上，仿佛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挂满枝

头，我心中油然想起这不正是老一辈革命

家人格的写照吗！邓妈妈和大家在空气清

新的庭院中散步，显得十分高兴。并不时

指给大家说：“这是日本前首相田中先生

送来的樱花树，它已经扎根成活鲜花绽

放。这是中日友好的象征啊！”当走到一

片果树前，邓妈妈又对我们说：“我们在

西花厅工作生活30年了，果树是恩来和我

们种植的，果实结得又大又甜！树和果实

都是国家的，等果子熟了后，我花钱买一

些，再送给你们吃，好吧？”我接着说：

“我们就提前谢谢邓妈妈了。”邓妈妈和

大家都高兴地大笑了起来。当我们走到敬

爱的周总理办公室前，直面盛开着的海棠

花，邓妈妈停下了脚步，她深情地对大家

说：“这是恩来生前十分喜爱的海棠花，

请大家胸前佩戴上几朵合个影，留作纪念

吧。”当邓妈妈看见我的胸前还没戴上花

时，笑着对我说：“新桂同志你怎么还没

戴上花呀?”邓妈妈高兴地拿着几朵海棠

花走到我面前，给我戴在了胸前。此时此

刻，我那激动而又幸福的心情真是难以

言表！顿时，在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位

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和昌盛而日夜操劳、积

劳成疾倒在病榻上，用他那双炯炯放光

的眼神、微微颤抖的双手批阅文件的周

恩来总理的形象。是他，把一生，献给了

人民，献给了党，献给了他热爱的祖国！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

是对他的写照。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

这是一对多么值得我们用一生学习和敬仰

的楷模呀！ 

这时，邓妈妈指着她为我们采摘下来

的鲜花说：“这捆花是送给你们妈妈的。

我向她问好！”邓妈妈又指向另外一捆花

说：“这是送给清华大学党委，送给刘达

同志，送给清华全体师生员工的。我祝大

家节日快乐！清华大学一定会越办越好，

将来一定会跻身于世界名校之林！”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我无时无刻不

在回忆起这段终生难忘并鼓励鞭策我们努

力工作学习的往事。敬爱的邓妈妈，我们

要告慰您：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我们的

学校如您的期盼正在实现成为世界名校的

目标！临别时，邓妈妈又笑着对我们说：

“等果子熟了，我买些给你们送去，好

吧？明年这个时候再请你们带上孩子到西

花厅来玩！”我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

向敬爱的邓妈妈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挥手

告别！就在我回身告别的那一刻，雨后灿

烂的阳光照在那位慈祥可爱的老人身上，

老人家脸上绽放出海棠花般的笑容是那样

的让我们难以忘怀！

敬爱的邓妈妈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

人民创造了历史。今天的中国，春光明

荷花池



1652011年（上）

清芬挺秀绽紫荆，

华夏增辉国祚兴。

百岁名校创一流，

年月更迭人文新。

 

自有耿耿报国志，

强邦富民献丹心。

不分中西文明汇，

息战共赢铸和平。

 

厚积薄发天酬勤，

德才兼备为人民。

载满硕果惊世界，

物华天宝惠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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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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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花池

媚，万紫千红，海棠盛开！让我们久久地

沉醉在欢乐幸福的回忆之中……在清华大

学百年华诞来临之际，我们更加怀念敬爱

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老一辈革命

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教诲，必定是

我们把清华越办越好,跻身于世界名校之

林，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不竭的动力。 

[1]张华增，1912年生，江苏无锡人，
1930年考取清华大学。后派往上海海关
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经赵朴初同志介绍
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秘密战
线工作。上海解放后参加军管会工作，
后调任对外贸易部部长秘书。1955年随周
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万隆
会议工作。50年代中期，遵照周恩来总理
指示，赴叙利亚出任我国首任商务代表。
在1959年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中，
受到诬陷和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1976年10月在病床上，喜闻“四人帮”
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急切地希望重返工作
岗位。终因癌症扩散，1977年1月6日未能
见到为他平反，恢复名义，含冤于北京
医院离世。后来党组织为张华增平反昭
雪，恢复名誉，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举行了追悼会。
张蔼丽，张华增长女，江苏无锡人，1955
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1956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59年毕业于冶金系。曾任有色
金属研究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高级工程
师，研究员。
白新桂，河北冀州人，1954年考入清华大
学机械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
年毕业留校，先后任机械系、冶金系党总
支委员、党支部书记，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教授、副系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席。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张惠敏女士的
帮助，作者谨致衷心谢意！

咏清华

百年校庆赞（藏头诗）

○张克志（1968工物）

○雷钟和（1959土木）

百年学府历沧桑，几代宗师树栋梁。

施教犹营金字塔，练功岂舞蜡头枪。

业修数载嫌时短，技付终身慧日长。

游子辞园酬夙志，天涯海内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