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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人

从电信、网络到节能、环保的

绿色科技领域再到投资合作；从一开

始的技术工作，再到市场、营销、管

理，85级电子工程系李小龙的履历显

得 “多姿多彩”。

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岗位，李

小龙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扮演着 

“开拓者”的角色，热衷于不断尝试

新事物、不断学习新知识。

“做了一两年，觉得这个工作

比较熟悉了，就想换一个新的领域挑

战，”他说，“不断学习新东西，会

让头脑保持年轻，逼着你去动脑筋想

事情，不至于落后，同时还能扩大视

野和知识面，交到新朋友。”

多年积累的管理经验、人际交往

能力、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以及人脉资

源被他从一个行业带到另一个行业，

帮助他很快地立足新领域。

结缘清华

追本溯源，这种对新领域不断尝

试的勇气与努力来自在清华接受的五

年教育。1985年，李小龙由哈尔滨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保送至清华大学电

子工程系，从此这座钟灵毓秀的园子

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清华的五年

间，没有现代的手机、网络，没有太

多新潮的娱乐活动，更多的时间用在

了不断学习新知识、不停思考、与同

学交流上。 

1985年到1989年的清华，正是

思想极度活跃、氛围特别开放的一段

时期。在西阶、三教的大教室、在

主楼西区208、在大礼堂，一场场内

容、观点各异的讲座让当时的清华学

子产生了思想上的碰撞。中国市场经

济刚刚开始形成，报纸上各种思维、

思潮，在精神和思想上也影响着李小

龙。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孜孜追求镌刻于这位清华学子心

上。

“这些讲座我听得很多，自己也

会去看一些相关的书报，让我思想一

直比较开放，愿意接受各种新事物，

对不同的想法尽量去理解。”他说，

“我学会去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背

景经历所产生的不同，学会去包容、

宽容他人的缺点，这与那一段的经历

是息息相关的。”

李小龙至今仍记得1986年夏天一

场老山战斗英模报告团的讲座。史光

柱——那位在边境作战中4次负伤、

8处重伤、双目失明的战斗英雄，为

大家娓娓讲述自己的作战经历。他讲

到，在战场上通讯设施非常落后，没

有信号，步话机、发报机都不好用。

在山沟里、山坡上根本无法通讯，大

炮要往哪里打？支援请求怎么办？大

家只好靠喊。战友们多希望手中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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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

追求多彩人生

在回国后的十年里，

李小龙所在的电信和互联

网行业飞速发展，成为代

表中国经济成就的标志性

行业之一。在这个过程

中，他亲身经历了许多重

大的事件，见证了历史，

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感

觉，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

追求，明确了在国内发展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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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可以通话的工具，哪怕是声音大点

的喇叭也好。研制出好的通讯设备应

用于国防——史光柱在讲座中表达了

对大学生的期望。

这在1986年是一个很典型的讲

座，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当时国

家经济在发展、科技在等着振兴，同

时在南方边境还有反侵略的战争。

作为无线电系的学生，李小龙很受感

动，立志以后搞通信，研制出战场上

需要的设备。尽管最终没能实现这一

理想，但李小龙坦言这样的讲座让他

形成了强烈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责任

感。19岁、20岁的青年学子，正处

在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形成的时期，

史光柱等人也正是20岁刚出头的小战

士，同龄人的不凡经历让当时的清华

学子深受感染。

“演讲结束后，我特意让史光柱

在自己的学生证上签了名，一直保存

到大学毕业，交还给了学校，现在想

来真应该自己好好保留。”李小龙感

慨道。

 “行胜于言”的校风也被每一

位老师、同学所践行，李小龙至今

对身边的老师和同学所表现出来的为

人、能力和特长钦佩不已。踏实、

好学，待人真诚、实在，这是李小龙

恪守至今的行事准则。在工作中，李

小龙总提醒自己不能辜负清华这块牌

子。“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又是一

种动力，我做事并不是非一百分不

可，而是首先想着千万别不及格，在

这个基础上再去努力做得更好。”

出国VS归国

自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作为

“留美预备学校”成立开始，留学海

外成为很多清华学子的选择。李小龙

也不例外，1992年，他只身一人背起

行囊，飞赴大洋彼岸的加拿大Simon 

Fraser 大学学习。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物质

生活及科技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差距很

大。随着改革开放，很多同学的父母

有了对外交流工作的机会，他们带回

来的信息，让当时的一些青年学子深

受震撼。大学生出国开始有了一些苗

头，这尤其体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

市。

“出国在当时是一个很现实的

问题，大家觉得自己太穷太落后，应

当出去看一看，开开眼界，挣些钱。

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对一种相对自由

环境的向往，促成了当时的出国热

潮。”李小龙关于出国缘起的回答非

常坦然，“当然我不排除一部分同学

有想法去学一些新的科技知识报效国

家，但就我自己而言主要还是出于第

一个考虑。”

同样的原因影响了85级的一大批

学子，考托福、GRE成为相当一部分

人的选择。毕业之后的几年，从1991

年到1996年，出国潮更是达到了顶

峰。目前仍有许多人定居在国外，大

部分在美国西部的加州和东部的纽约

一带。

1992年至1997年，他离开的五

年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五年。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股市开了，超市也出现

了，往国内打电话也更加方便了。

在国外的李小龙陆续听说国内有同学

也开始买车、用上手机了。但那个时

候的西方媒体，还是带着变色眼镜看

中国，对中国的报道更多地偏向负面

和落后面。互联网在北美也才刚刚兴

起，身处海外的李小龙，更多地是通

过《人民日报》海外版、朋友家人的

来信及随信寄来的剪报了解国内的情

况。

而他在加拿大的生活也能够接触

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西方发达国家

的认识也慢慢变得客观。看到了一些

西方媒体对中国不恰当的抨击，在清

华接受到的关于客观性和理解的教育

慢慢开始浮现上来。到底哪一个是真

实的中国？而中国的未来，又应该是

什么样的？

1997年，恰逢他所在的公司需

要开拓中国市场，需要了解中国、会

说中文、懂技术、懂英文、可以与总

部沟通的人才。于是，在离开祖国五

年之后，李小龙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成为较早一批回国的清华学子之一。

“许多同学说我有远见，很早就选择

了回国，但我回国更多的是机缘而不

是远见”，李小龙说，“我是抱着忐

忑不安的心情和随时准备撤回北美的

想法回来的。”回国的时候他从未料

到中国如今的巨变，没想到中国跑了

满大街的车；没想到人人一部手机，

家家几台电脑；更没想到现在的孩子

从小学起就可以自费出国留学。

在回国后的十年里，李小龙所

在的电信和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

成为代表中国经济成就的标志性行

业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他亲身经历

了许多重大的事件，见证了历史，也

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感觉，找到了自己

的事业和追求，明确了在国内发展的

信心。“你跟这个国家、这个文化、

这片土地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你很难把

她从你的心灵中割舍开来。而人到了

年纪大的时候，更注重心理上、精神

层面的东西。我喜欢看美国大片，但

是我更习惯汉字，更喜欢读中文的小

说、看方言小品。与朋友坐在一起打

牌聊天，远比在国外物质环境上的优

势更有吸引力。”他说。

校友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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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感恩  回馈母校

2007年，在一次同学聚会时，

李小龙听说电子工程系每年的贫困生

比例大约有25%，他们付不起学费，

吃饭都困难。这让他触动很大，没

想到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在能

走进清华的学生中，贫困生还有这

么大的比例。正好清华校友会发起了

励学金，2007年他捐资2万元人民币

设立“清华校友——德强励学金”，

到2009年已累计捐赠10万元。“德

强”寄托了他对后辈学子们的期望，

希望他们在求学的同时，不忘道德的

培养，不忘回报社会。

“我们五字班同学毕业20年了，

现在绝大多数同学应该没有温饱的问

题，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抽出一点时间

和金钱，去帮助身边的弱势群体做一

些事情。有人可以捐上百万、上千万

的金钱，也有人可以捐出宝贵的一两

个小时的时间，都是非常好的。没有

必要用金钱去衡量奉献的大小，关键

看你的付出是不是真诚，是不是不带

任何的功利色彩或目的，你的付出和

回报对你来说是不是最宝贵的。”

李小龙认为捐钱从某种程度来说

反而是最容易的，而花些时间、脑筋

去想一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则更为

困难。他自己也更愿意在这些方面有

所付出，尽量去回报学校和社会。他

常常与自己所资助的学生交流，希望

用自己的时间和经验去帮助他们，让

年轻人少走一点弯路。

清华园中的“活动家”

“大家推荐我接受这次毕业20周

年采访，主要是因为我比较热心同学

活动。”他说。在大学时代，李小龙

就一直参与各种学生工作：大一、大

五担任班长，还曾在系学生会分管体

育部的工作。1987年在学生会和体育

部的组织下，无线电系在校运动会中

取得团体总分第一名，夺回了久违的

马约翰杯，大家都非常兴奋。

1988年李小龙担任清华的足协主

席，正赶上北京高校组织女足联赛。

但清华并没有女子足球队，从哪里找

队员参赛呢？听说西大操场有几个女

生经常下午踢球，李小龙就跟他们取

得联系，由其中一位也是5字班环境

系的刘自敏同学担任队长，又从各系

连拉带劝地找来一些同学加入，有

5字班的孟蕾、潘红艳等。他找来计

算机系5字班校男足队员金润成出任

“扫盲教练”，李小龙自己则担任领

队。如今屡获中超、甲A最佳教练的 

“金哨”孙葆洁当时刚刚毕业分配来

清华，后来也被李小龙请来做了女足

的“专业教练”，给队伍增添了几分

专业色彩。来自大一到大四不同年级

的队员们，从基本不懂规则，到最后

熟练配合，经历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过

程。在一个多月的集训后，清华第一

支女足队伍在有12个学校参加的比赛

中闯入决赛，仅仅输给主场作战、由

专业运动员组成的北师大女足，获得

了北京市高校亚军的好成绩。

现 在 适 逢 8 5 级 校 友 毕 业 2 0 周

年，李小龙又主动承担起了五字班通

讯录的搜集整理工作。通过整理通讯

录，他有一些体会想与大家分享：

“学校或者年级里固然有许多优

秀的校友和杰出人士，但绝大部分清

华同学都是默默无闻在各自的岗位上

辛勤耕耘，努力奉献。无论在国内还

是海外，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小人

物”。但每一个人都是家庭和社会的

基石，都肩负着不可或缺的重担。也

许我们的人生闪光点在当年进清华的

时候就已经过去了，剩下的就是平平

淡淡的岁月。清华5年，是我们大家

的纽带，那些青涩伴着激扬的青春岁

月和上下铺的兄弟姐妹，是永远抹不

去的记忆。”

“其次，五字班毕业后刚刚二十

年，已有十几位同学去世了，有病故的

也有意外的。这里希望大家多多保重身

体。同学们大部分都在四十二、三岁，

上有老下有小，最挤不出来的就是时

间，最容易省出来的就是金钱。生命在

于平衡，大家要平衡自己的生活、工作

和家庭，平衡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活动，

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和身体，多给家庭

和社会做些贡献。”

而李小龙学长自己，现在确实也

在做这种“平衡”。邀上三五好友，

一起打球、出游，亦或打牌聊天，是

他最惬意的时光。他希望在力所能及

的条件下更多地回馈母校与社会，更

多地关心和帮助身边的弱势群体。他

积极参与筹办学校和电子系85级校友

的毕业纪念活动，即便采访进行时，

一旁的会议室中还有校友会议等着他

参加。

“我不算是一个杰出的校友，只

是代表了五字班一部分同学的经历而

已。我在清华上学时算不上好学生，

随大流儿就出国了，赶上机会就回来

了，并没有一步步地设计好再走，也

没有多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回头看

看毕业后20年的人生经历，虽然自己

一直在努力做好、不辜负“清华人”

的名号，但更多地还是要感谢改革开

放带来的机会、感恩社会。我非常庆

幸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

既看到了中国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

成就和差距，也看到了全球化和多元

化融合下的五颜六色，实现了自己多

姿多彩的人生。”

清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