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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学会的一些话
◆    ⾃自动化系 ⾃自 81   祝守宇

去年 6 月 24 日，在新水利馆召开的班级代表

会议中，我承担了 88 同学会秘书处的工作。 感谢

同学们的信任和支持，经过了近 200 个日日夜夜，

随着校庆聚会日子的到来，今天总算能给同学们做

一个阶段性的交代。

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是一位很普通的同学。

我来自湖北小城的普通工薪家庭。刚入学时见识有

限，但心气比较高，其实是我们价值取向单一的应

试教育体制的深度受害者之一。到清华的头两年，

和很多同学一样，经历着挣扎和调整的过程。大三

逐渐适应以后，开始准备出国。我那时应该是学校

主流价值的游离者，没有参加多少社会活动， 唯一

参加的公职活动是大四的时候竞选了班长，和周锐

同学ǄԹᄽ்้ӬྸᅃڦᆫႯԹᄽิǅ!搭档，

他是班支书，我是班长。那时自动化系是全校的先

进系，经常在学校的各项比赛中名列前茅， 82 班

当时是校级先进集体，曾获“甲级团支部”、“优

良学风班”等所有荣誉，自 83、自 84 也都是先进

集体。我们班虽然不像同系其他班那样优秀， 却也

相当民主。除了刚进校时第一届班级领导为指定以

外，其他几届都是自由竞选，每年换届， 人员都不

重复。在校的后期，愿意参与班级民主管理工作的

同学明显增多，竞争相当激烈。在我当班长的一年

中，在和同年级优秀班级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最终

争取到了“优良学风班”称号，并且学校发了一笔

奖金做为班费。我在任时，顶住了一些同学想要花

钱的冲动，这笔班费在我任中一直都没有动，而所

有的班级活动都进行得很好。在我正常的一年任期

之后，班费传给了最后一届的徐峰和蔡弘同学，我

又转成了一个普通的同学。我认为我们自 81 班其

实是一个践行“民主社会管理”较好的班级。没有

其他班级那么耀眼的光芒， 但是平稳有效。虽然我

并没有参与，但是很怀念我们刚入校时全校竞选学

生会主席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

我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在美国生活了十年，

立业的日子走得很快、很顺。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中，

亲身感受了美国高效、民主社会治理的气氛。随着

到美华人经济能力的增强，参政、议政的华人Ǆ༬

՚ઠጲྗࣀڦටǅ逐渐增多。在美国，实际上

从事公职的道路相当简单，主要是层级很少。美国

只有州、县、市Ǆኔǅ三级，县级机构往往较虚，

在小镇上成功当选的人往往就有直接通到州里的道

路。有些人参与选区的参、众议员选举，成功后直

接就登上全国性的政治舞台。

回国以后，同学会的毕业 10 周年、15 周年的

组织活动我都参与了一些，也认识、结交了很多在

校时没有机会熟悉的外系同学。15 周年的时候还被

王力光安排顶了顶龙套，和杨淑明一起担当了一个

节目的主持。

这次深度参加同学会的工作其实相当偶然。

我自己的事业正好处于一个转型阶段，有一段较为

空闲的时间。这次毕业 20 周年活动最初的两次筹

备会议我并没有参加，也没太关注。后来，有些参

与的同学和我说，我们 88 级同学组织在 10 年、

15 周年活动中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希望我们在这

个基础上，同学会的组织有更大的实质性进步，对

此我很认同。毕业二十年的我们人到中年，不少人

面临事业的重新定位、发展和转型。在这样一个阶

段，从积极参与社会组织、自我管理的公益角度出

发，我们这样受过中国最好的教育，有着相对共同

价值观的群体，理应团结起来形成合力，在社会上

发出更为有效的正向的声音Ǆ้ỴࣆڦǈĐ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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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ଉđǅ； 从每个人的角度出发，我们这样的组织，

也应该是同学们精神情感的家园，事业互助的平台。

所以， 我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定位长久持续发展

的组织，而不应采取以聚会活动为宗旨的组委会的

形式， 热闹的活动一结束，组织就不复存在。基于

这样的理念，在一些同学的鼓励下， 6 月 23 日在

新水召开的第二次班级联络人会议中，我毛遂自荐，

承担了同学会的日常组织和执行工作。

衷心感谢同学们的信任和重托。在组建秘书处

的过程中，我本着理念认同，开放组织，“为同学

服务”的原则，吸取“有意愿，有时间，有能力，

有资源，有影响力”的同学参与。同时， 我认为

我们的组织和学校是相对独立、相互支持的关系，

不应成为学校的一个附庸，要创造自身的价值，给

同学、学校、社会提供价值。一些同学质疑我们这

样的组织组成，认为都是一些早先在学校备受学校

关照的受益者所参与或主导， 来来往往总是那些

人。同学的这种担心和质疑很正常，但事实上不是

这样的。我本人在学校的时候完全是普通的一员，

没有在学校的组织担任过什么职务，而这正是我们

88 同学会作为一个健康组织开放包容心态的体现。

我们这届同学会秘书处以自主创业的同学为主，有

些同学认为学校背景的同学动机似乎更为单纯，而

从商的同学为主导是否有值得怀疑的动机。这种质

疑是正常的， 是一种良性的监督。民主的社会和

组织其实就是不同社会群体和利益诉求的良性互

动。本质上讲，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权力社会，社

会资源都按权力来配置，而商业社会固然有它的种

种弊端，但是相对权力社会来讲，不知先进多少代。

我把这次同学会的工作看成是一次社会组织民主践

行的机会。而做好这个工作，需要有勇于担当负责

的心态、一定的奉献精神和一定程度的妥协Ǆྺࣀ

ඪኟݥڦĐࣨ܈đǅ精神。我们秘书处的组成

既有在学校中层管理岗位的黄开胜、蒋东兴以及后

来出任贵州理工学院院长的龙奋杰等同学，也有具

有广泛人脉和影响力的、长期以来的同学工作领袖，

包括毕业十五周年活动时的领导成员王力光、郭大

力Ǆଇ࿋ሞၯ้नၯბิࣷޭዷဝǅ和段哲明，

也有热情似火、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孟虎， 有

中途自荐参与的、具有高度执行力的李春苓， 有

一直默默提供支持的幕后英雄张岚，还有黎东、麦

伟洪、牛为民、宣忠、傅淼、杨淑明、张翼、何江

涛等众多同学，也包括在美国的王金林、王波、潘

凯、宿大庆等同学。

同学会是一个开放的群体，是所有愿意参与的

同学共同的舞台。在我们筹备活动进行中，李春苓

同学自荐参加了我们组织。春苓的先生是我们六字

班的学长，参与了六字班九华山庄聚会活动的组织

过程， 了解同学在外集中住宿聚会的价值，也熟悉

聚会活动的组织流程和工作。春苓长期在外企从事

市场和管理工作，她到来后，担当了九华聚会活动

繁重的组织协调工作，并且帮我们带来了专业的活

动策划公关公司亚美公司和项目负责人李亚。之后

我们的组织工作才走上了专业、高效的轨道。

在同学会的组织过程中，作为秘书处的领导机

构成员，担任会长、理事的同学给予了我们巨大支

持。宇宙万物的组成，是一个有着自然运行法则的

网络，每个个体有它不同的位置、轨道和影响力。

我们 2260 多位 88 同学这个群体，同样也存在这样

的自然规律。有些同学，就像是宇宙中的恒星，有

着更为灿烂的光芒，有着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而我

们也有很多同学，就是一颗颗行星， 起着承上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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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一部分同学，是围绕着行星运行的卫星；

另外一部分同学，就是那些划过天际，有着一瞬耀

眼闪亮光芒的彗星；还有一些同学，是宇宙中芸芸

的无名陨石。在我们新一届同学会成立之初，在我

们最开始联系会长理事同学的时候， 绝大多数都表

示愿意积极参与，将他们所拥有的耀眼的光芒和温

暖的热量借与我们。我衷心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使得我们同学会有了一个持久的发展动力。

在同学会的组织过程中，我充分认识到部分同

学在同学会理念和操作方法上存在一些分歧， 分歧

也正是民主的体现；而我最关注的是大的方面没有

纰漏。尽管有些同学并不认同，但是我们这次同学

会仍然有着一个相对较大的财务目标和预算。我们

自古有着“君子羞于言利”的传统， 但实际上和社

会运行的规律一样，财务往往是同学最终最为关心

的部分，我们在这方面力争做到清廉自律，审慎管

好用好同学会经费，所有的账务公开透明。在同学

会成立之初，我们即明确了一切秘书处同学参与的

活动均不支取动用同学会任何经费，也不支取任何

秘书、行政、杂务等费用。我们秘书处同学参与的

所有活动，包括在珠三角、长三角、西南地区、美

国等各地同学联谊活动， 费用都由秘书处同学自己

承担，其他活动相关费用均由热心同学赞助。但是，

做为一个立足于长期持续发展的组织，一定的经济

能力是必要的。我们既不能十分功利，但也不能流

于片面的“清流” 和“空谈”。我理解有部分同学

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自身在具体操作上做

得也确实有很大不足的地方。但我认为，就目标而

言，就像哈佛、耶鲁等大学校长的重要任务之一是

筹款一样， 正常的筹款工作并没有掩盖住其先进、

高尚的办学理念的光芒。

在这次毕业 20 周年活动的组织过程中，秘书

处的各位同学奉献了巨大热情和大量时间。我衷心

地感谢他们的参与和奉献。在组织过程中，我要求

我们秘书处的同学不仅在理念上认可，也要在实际

行动中率先体现。我们所有秘书处同学，根据大家

自身的能力，我们这个群体是第一批认捐并到帐的

同学。相对于从政和从事公职的同学，在经费的筹

集上，我们鼓励和期望自主创业的同学要多承担一

部分。特别感动的是水利系的何江涛同学，因为想

念文科，他在清华只念了一年，就转到了人大，后

来随着人大 89 级毕业。江涛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在同学会早期募捐遇到一些困难时，毅然表示个人

捐赠 10 万元，并且第二天就到帐。据我所知，江

涛同学也并非什么富豪，他对我们 88 同学会以及

秘书处同仁工作的高度认可的情谊感动着我们。同

样感动的是电机系的贲金锋同学，给我们募捐了 50 

万，不带有任何附加条件， 认捐的当周就到帐。不

只是总额较大，其实价值观的认可是最为感动我们、

激励我们奋力向前的动力源泉。

在这次活动的组织过程中，最大的困难之一是

秘书处的同学都有全职的事业。另外，我们初次的

组织也无法达到部分同学对于社会组织民主治理的

更高要求。很多时候，由于时间、能力上的限制， 

一些做得不足的地方我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也希

望得到大家的谅解，更希望以后的同学能在这个基

础上做得更好。

我希望 88 同学会能够是一个长青的组织。我

们 88 同学，在同一个校园中共同生活了五年。也

许，对我们部分同学来讲，不一定是人生中最为美

好的五年，但一定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五年。这是

上苍的安排，是前世的注定。共同的经历，使得我

们有着最为亲近、最为自然的共同特征。希望我们

88 同学会是各位同学永久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