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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友通讯》（以下简称《校友

通讯》）自1980年复刊以来，至今已有30

年了，共出版了60期。我从1998年至2007

年期间，担任了10年的《校友通讯》主

编，对办好《校友通讯》、使她成为校友

喜爱的读物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校友通讯》作为展示校友风采的窗

口，在内容上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清

华大学近百年来为国家培养的大批各条战

线的人才，其代表性人物，在《校友通

讯》上几乎都有反映。其中有党和国家领

导人，有专家学者、学术大师，有将军、

劳动模范、大学校长、企业负责人、总工

程师，还有长期在基层默默奉献的普通劳

动者。所以《校友通讯》是一个展示学校

人才培养，体现学校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

的窗口，也是校友总会为学校培养人才服

务的一个重要标志。

清华校友对母校都怀有深厚的感情，

他们在事业取得成功之后，不忘母校的培

养。《校友通讯》在《值年园地》、《我

与清华》、《清芬挺秀》、《荷花池》等

栏目中都大量刊登了校友撰文。文中校友

们都深情地回顾了母校对他们的培养，师

长的谆谆教诲，校园文化、清华传统对自

己的熏陶，这些都使他们“终生受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六十年代毕业校友的经

历，更是体现了蒋南翔教育思想的成功实

践。我在编辑校友的回忆文稿中，注意收

集归纳他们“终生受益”的有五个主要

方面。

一是“为学”与“为人”。很多校友

谈到，在清华学习的几年，不仅学到了知

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魏葆

春校友（1979级机械）说：“五年间，

我不仅在清华学到了基础理论知识，学

到自强不息的清华精神，更学会了厚德

载物做人的正气。”张福森校友（1965

自控）认为，清华培育了学生五种精神：

革命精神，科学求实，民主团结，艰苦奋

斗，谦虚谨慎。他认为在“为人”中最重

要的是“清华人身上有一种爱国的热情、

强国的愿望，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

感。清华人的脉搏都永远和国家的脉搏

一起跳动”。

《清华校友通讯》是展示学校
人才培养成果的重要窗口

○钱锡康（1958土木）

钱锡康与陈达（左，1963工物）、朱凤
蓉（右，1966工物）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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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猎枪”与“干粮”。校友们

说：“清华给我们的不只是一袋干粮，而

是一杆猎枪”；学校重视能力培养：扎实

的理论基础、丰富的社会实践、唯物辩证

的思维方法，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能力，理

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能

力。《校友通讯》报道过我国两大钢铁企

业的负责人：宝钢董事长谢企华（1967）

和鞍钢副总经理王明仁（1978级），他们

都是清华土木系的毕业生。王明仁1983年

毕业后到鞍钢工作，他主动要求到修理

厂，工作了12年，熟悉了炼铁、炼钢、轧

钢、炼焦各个分厂的设备状况，建立了十

几万张技术卡片，又参加了计算机、自动

化等多种跨行业的培训，他作为副总经

理，主持组织了鞍钢一系列重大技术改造

工程，使鞍钢的自动化水平达到了国际、

国内先进水平。王明仁说：“作为清华人

只能说没干过，不能说不会干，这得益于

学校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培养的能力。”

三是严谨的学风。校友们谈到，清华

的很多老师学识渊博，严谨求实，对学生

言传身教，使他们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

风，一生受益匪浅。学生们到了工作岗位

上也就自然地以严谨的作风要求自己，要

求下属。兰州中科院旱寒所研究员何平

（1980级水利）谈到：“从事科学研究是

非常严肃的。我必须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

项工作，提供的参数、数据绝不能有假

冒，必须绝对可靠，不然应用到工程上是

要出问题的，要经得起工程实践的考验。

比如青藏铁路的课题，我们必须保证其病

害率要低于世界上其他寒带的铁路。有一

次实验人员给我做的实验数据看起来很

理想，但根据常识判断有问题，这引起

了我的怀疑。我检查了实验各个环节，

都正常，最后打开实验装置，居然发现

传感器根本没有和土样接触上。这样的

例子很多。实验室的同志们说，跟何老

师做实验，要是做错了，她一定能查出

来。”

四是全面发展。清华在培养学生掌握

专业知识的同时，更注重综合素质的培

养。辅导员制度、社会工作、文艺体育代

表队、各种社团，培养锻炼了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的能力，体

现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密切结合，从

而使他们在工作中如虎添翼，使清华的毕

业生具有独特的风格。伍绍祖（1963工

物）校友说：“清华八年经历了那么多的

事，学到了好多书本上的和非书本上的知

识，学校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对于

学生干部来讲，还要学会工作方法，正确

理解和处理红专关系、师生关系、党群关

系。清华大学学生中有四支队伍大会师，

一支是因材施教的学业优秀的学生队伍，

一支是学生体育代表队队伍，一支是学生

文工团队伍，再有一支是半脱产学生干部

队伍。这四支队伍在相应的四个方面走在

一般学生前面，形成一支辩证统一的先进

队伍，推动着全校同学全面发展。现今党

和国家以及各省市、各部委的领导人中有

许多清华人，他们大多数经历过当半脱产

干部的训练。”

五是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倡导体育

锻炼是清华的优良传统，很多校友毕业

后，仍保持在校期间养成的锻炼身体的良

好习惯，不少人退休后七八十岁了还在坚

持工作。在一汽工作的陈家彬校友（1952

机械）谈到，他们这个年龄段有18人，共

纪念《清华校友通讯》复刊30周年



18 清华校友通讯

同在一汽为祖国健康工作了50年，大家都

成为高级工程师、建厂功臣、先进生产

者、劳动模范、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专业

带头人、汽车工业名家。不少人还在继续

工作，服务社会，奉献汽车事业。其中单

文昌校友（1954动力）说：“我们现在已

经超过母校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

指标，能不能再接再厉，提出一个为人类

健康耕耘60年的宏图呢？”

校友们谈到的上述几个方面的“终生

受益”，核心是又红又专、全面发展，这

是挖掘校友作为教育研究资源的重要源

泉，对总结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成功经

验，引导在校学生健康成长有重要启示。

我每次给学生讲党课或座谈，讲到人才培

养，都将校友们“终生受益”的感受传

给学生，鼓励学生在校期间重视知识—

能力—素质的全面成长，并以《校友通

讯》作为教材赠送学生。

祝愿《清华校友通讯》在复刊30年的

基础上越办越好！

                    2010年1月5日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参加清华党

史、校史编研工作。二十多年来，深深感

到《清华校友通讯》（以下简称《校友通

讯》）对党史、校史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归纳起来，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从1980年复刊开始，《校友通讯》就

一直十分重视刊载校友回忆文章，从而为

党史、校史提供了极为生动而珍贵的史

料。1983年4月的复7期上，还专门出了

《国内增刊》，选登了白祖诚（1952生

物）学长执笔的《在敌占城市开辟“小解

放区”——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地下党

的斗争》，并在“编者的话”中着重指

出：“我们转发它，一者为增进广大老中

青校友对母校这一段历史的了解，二者为

亲身经历这一时期生活的校友提供一份初

步文字资料以引起回忆和联想，从而提供

更多、更为准确详尽的史料和珍藏在身边

的宝贵文物。”随后，各期均刊载了大量

的老校友的回忆文章。其中包括张申府、

周培源、冯仲云、陶瀛孙、蒋南翔、韦君

宜、罗静宜、唐宝心、刘道生、李乐之等

老校友、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弥足珍贵。

从1991年8月起，《校友通讯》编辑

部另行出版《校友文稿资料选编》（以下

简称《文稿选编》）。其出版目的，在

它的第1辑“致校友”中提到：“近年以

来，校友们撰写了一批有关母校及校友的

文稿资料，大多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有

的篇幅较长，由于《校友通讯》需要统筹

兼顾多方面的报道内容，版面有限，因而

难以及时照登，为此，另行编辑出版《校

《清华校友通讯》
在编写党史校史中的重要作用

○徐心坦（1961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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