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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精神激励我在逆境中奋发向前
○朱  建（1961电机）

今年4月21日，我偕老伴从泰山脚下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清华园，与毕业50周年

的发1班同窗学友欢聚一堂，共贺母校百

年华诞，在母校的怀抱里度过了难忘的四

个日夜。

50多年前，刚入清华时，大家都是意

气风发的青年，现在都已是年逾古稀的老

人了。回想走过的风雨人生路，怎不令人

感慨万千呢？从我个人来说，虽然在大学

一年级就在政治上经受了磨难，人生经历

坎坷，但是清华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

神始终激励着我。在困境中我没有消沉，

仍然奋发向前。

1958年，我下放到北京开关厂劳动。

当时，工厂号召大搞技术革新，我觉得应

该将我在清华所学到的知识贡献出来，发

挥自己的才能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于是，在车间书记、主任和工人师傅的大

力支持下，我搞成了若干技术革新项目。

我曾多次到老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有关科技

资料，反复试验、研究，终于成功了，节

约了电能，提高了生产效率。后来，因为

表现好，我又重新回到清华继续上学，完

成了清华的学业。再后来，改革开放的春

风又使我重新得到了为祖国、为人民充分

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落实政策后不久，

我很快就调入山东农业大学教书。我虽然

没有像那些杰出校友一样作出特别的贡

献，但也像千千万万大多数校友那样，在

平凡岗位上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先

后共主讲12门大学本科生、研究生课程，

先后主持2项山东省科委的科研项目，发

表32篇学术论文。因此，很早就晋升大学

正教授，这在以前是想都想不到的。这首

先要感谢党的政策好，感谢母校的培养。

我中学时就特别喜欢数学，1956年我

考入清华后对数学也特别喜欢。至今我仍

清楚地记得，当年教我们高等数学的程紫

明老师，他讲课逻辑性强、思路清晰，

一句废话也没有，听程老师的课简直是一

种享受。当年，我除了完成数学老师布置

的作业以外，还在清华图书馆借阅了大量

数学课外书，演算了大量的数学题，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这在后来的工作中是非常

有用的。清华老师都很有水平，例如：当

年教我们物理的夏学江老师，对物理概念

讲得特别透彻、明白。许多物理概念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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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难以理解的，但经过夏老师一讲，就变

得十分清楚明了了。夏老师的教学方法对

我后来当老师，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

当年教我们电机学的陈汤铭老师，给我的

印象也很深刻。陈老师是南方人，他讲课

声音特别洪亮，对电机旋转磁场的透彻分

析，使人终生难忘。

我走过的风雨人生路十分曲折，但我

始终相信党的政策。在我最困难时，许多

善良的工人、农民、干部同情我、保护

我，给我以难得的帮助和温暖。当年，我

老伴就是一位老工人给我介绍的对象。记

得我在山东泰安电器厂时，厂革委会主任

邢桂林同志是位老红军，他解放初在上海

工作，曾是我大哥所在单位的领导。在

“文革”那样的形势下，由于邢主任的帮

助，居然能让我独立担当一项重要的技术

革新项目，确实非常幸运。

“文革”结束后，我调到大学工作，

学校的领导对我很好。最先让我搞计算

机，这本身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和帮助。

因为计算机是新技术，容易出成果，容易

发表论文，我也因此很早就晋升了教授职

称。从而工资待遇各方面都相对更好一

些。

几十年后再相会，老同学们对我都很

热情。发1的韩英铎同学，他是院士了，

也当过清华电机系主任，给过我很多帮

助。当年我主讲微机原理这门新课，他介

绍了清华张菊鹏教授给我指点，对我启发

很大。韩英铎院士的夫人刘元元同学，给

我提供微机原理的实验讲义，解决了我的

燃眉之急。所以，我在教学科研工作中遇

到困难时，清华的老师、同学都伸出热情

之手，温暖着我的心。 

我之所以能在逆境中奋发向前，而且

后半生的路走得比较顺利，大概有几方面

的原因：一是中央全面落实了知识分子政

策。二是机遇，“文革”十年人才十分

缺乏，山东农业大学当时更是缺乏工科人

才。当时该校要创办农机系，特别缺教授

机械设计方面的老师。学校问我能不能教

授机械设计，我当时想，在清华虽然我是

学发电的，但是我也学过理论力学、材料

力学、机械零件设计，但为了进山东农业

大学教书，我就大胆地说我试试吧。其

实，我当时在泰安市电力局，负责技术工

作，也很不错，但我觉得自己更适合教

书。后来，电工学又没人教了，我又去教

电工学。后来计算机又需要人了，我就去

搞计算机。这完全是机遇。第三，要感谢

清华的老师和老同学给了我许多帮助，我

到清华计算机系去请教过许多教学、科研

方面的问题，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第

四，个人的努力是最重要的因素，清华的

培养给了我努力奋斗的本领。想当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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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农业大学上计算机本科专业的时候，只

有我一个教授，而我根本就没学过计算

机，但是由于清华给我打下了一个比较好

的基础，特别是电子技术的基础和数学的

基础，加上自己的努力，我很快就担当起

了计算机专业课的教学任务。

最后，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清华特别

注重体育锻炼，当年提出“要为祖国健康

工作50年”，所以我在清华的时候就很注

意锻炼身体。虽然我不是运动员，也没有

什么体育特长，但我每天下午在规定的体

育锻炼时间都到西大饭厅去打乒乓球。当

时西大饭厅有几十张乒乓球台子，我是乒

乓球迷。夏天我到游泳池和颐和园游泳。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能够承担大学里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

现在我年纪大了，仍比较健康，在这一点

上我也是非常感谢清华。

总之，在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不论

是顺境还是逆境，清华精神一直在激励着

我，教我努力为祖国、为人民做一些有益

的工作，无愧于一名清华人。 2011年7月

扎根贫瘠山区27年

55年前的1956年的夏季，我从福州考

进了北京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

带着印有国务院红印的介绍信，于1962年

初来到了云南昆明。经逐级派遣，最后到

了昭通县人民委员会农水科水工队工作，

可谓“一竿子插到底”。

我那时不知道中国有昭通这么个地

方，立即找来全国地图查看，找到位置

后，打听如何购票、乘车并动身前往，没

有产生过丝毫的苦恼、动摇。到昭通的第

三天，就背着行李步行到工地参加水利工

程的施工。当时工地上我们面对的是每年

“冬春修”出义务的农民工，除了我们几

个技术员之外，没有技术工人。凭借着参

加十三陵水库劳动、密云水库“教学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的实习，我每天都到工地

和民工们一起挖土、抬石，用“土水龙”

抽水，人力拌和、浇筑混凝土，制作和绑

扎钢筋。向石工学习砌石、向木工学习模

板和脚手架的搭设，自行学习掌握一些简

易的施工机械，向老技术员学习施工测

量、放线及施工组织管理，向周围的所有

人学习。很快我就熟悉了适应本地条件的

我的人生三步曲
○郭季雄（1961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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