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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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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文稿资料选编》，以便积累交流，提供

研究，进一步加强联络，发扬母校优良传

统。”在这第1辑上，就刊载了赵德尊、

方左英等老校友撰写的回忆文章达52篇。

而且在这一期间，《校友通讯》仍继续刊

载一些篇幅稍短的回忆文章。到2009年

底，《校友通讯》整整出版发行了60期，

《文稿选编》出版发行了14辑。我们可以

想象，它们所刊载的回忆文章，提供的珍

贵史料的数量有多大。更可贵的是这些史

料绝大多数都是老校友的亲身经历，所见

所闻，具体而生动，并且应该说是带有

“抢救性”的。如今，许多当年的老校友

均已作古，他们的事迹如果不是及时记载

下来，有些史实就将永远被湮没。

提供了与校友交流的平台

三十年来，我们充分利用《校友通

讯》、《文稿选编》这个很好的平台和广

大校友进行交流和互动。具体说来，我们

把在党史、校史研究中所取得的阶段成果

或重要访谈记录刊在《文稿选编》上，以

广泛征求校友们的意见和看法。从而反复

核准史实，丰富内容，使党史、校史的编

研工作取得好的效果。如《文稿选编》第

4辑（1996.7）刊载了我们编写的《峥嵘

岁月 先驱足迹——记述中共清华地下组

织片段》及《王达成同志谈清华第一个党

支部的建立》。第5辑（1999.1）刊载了

我们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组织沿

革（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征求意见稿）、《中国共产党清华支部

负责人情况（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初稿）、《清华大学1926—1937

年在校中共党员名单》（二稿）、《崔宗

培同志访问记录》、《熊向晖同志访问

记录》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中

共地下党“北系”组织概况》等。第8辑

（2002.7）刊载了我们编写的《清华的

光荣 清华的骄傲》。这些文章发表后，

得到了广大校友的关注，反馈

了许多宝贵意见，核准了许多

史实。再加上我们通过开座谈

会、个人专访、发调查函、查

阅档案等其它方式汇合了大

量史实编写成文，在2004年4

月正式编撰出版《清华革命先

驱——中共清华大学地下组织

活动及组织史要》一书，分

上、下册共约100万字，得到

了广大校友的肯定，称赞母校

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其下

册刊登的63篇回忆文稿中，有

29篇是选用《清华校友通讯》

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上的

20世纪80年代末，清华校友总会和校史研究室同志到著

名哲学家冯友兰老学长在北大燕园住所拜访和问候，并合影

留念。左起：孙敦恒，徐心坦，蔡仲德（冯老女婿），施嘉

炀，周士渊，冯友兰，承宪康            （徐心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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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占46%。

随着党史、校史编研工作的向前发

展，校史研究室陆续出版了《清华史料选

编》、《清华大学志》、《清华大学九十

年》、《清华革命先驱》等书籍，为广大

校友较为全面地了解清华党史、校史提供

了方便，同时也是大家查阅有关党史校史

方面内容的工具书，也因此进一步引起一

些校友对党史、校史研究的兴趣。有的还

提出了在某些史实上值得商榷的意见，并

通过《文稿选编》这个平台反馈出来。如

《文稿选编》第14辑（2009.7）刊载的孟

凡茂（1979自动化）校友撰写的《关于清

华学堂开办日期》一文。这些都是对我们

编写党史、校史的很好的推动力。

结束语

回首往事，二十多年来，我们深深地

体会到《校友通讯》、《文稿选编》在编

写党史、校史工作中的重要性。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也深深感受到校史研究室和

《校友通讯》编辑部之间密切合作和主动

沟通所取得的成效。我们坚信这种重要性

和密切合作，将随着时光向前推移会越来

越突显出来。

祝《校友通讯》、《文稿选编》越办

越好。

2010年1月

这些年，比较喜欢看文史资料。对于

《清华校友通讯》，则是情有独钟，每期

必读，如聆教诲，如沐春风，像是遇到了

千古知音。走进这个“清华人的精神家

园”，我的阅读生涯即增添了几分特色、

几分情趣、几分感悟、启迪和激励。

得悉诸多校友、老师、学者、专家和

教授，为了理性的信仰、科学的追求，献

出宝贵年华甚至生命，感动、敬佩、诚

服，鞭策我老有所为，壮心不已。

师友们的一些回忆文章，写出了祖国

的苦难与辉煌，也涵盖了个人的悲喜人

生，读之深受感动；而有些史实则更加坚

定了我的信念：爱这个世界必须爱正义，

爱自己国家必须爱真理。连续几个寒暑春

秋，借助电脑，敲出两千余首诗词曲，撷

取大部分结集两卷，名为《爱里追寻》。

该书已被母校图书馆收藏，荣幸之余，颇

感此生也不枉为清华一学子了。

值此《通讯》复刊30周年之际，谨献

小诗一首，聊抒寸怀。

水木清华揽高风，名师学子灿若星。

自强不息承校训，厚德载物育精英。

百年树人情义重，万里归心对月明。

  咫尺天涯凝至爱，长文短赋韵心声
①
。

①心声，谐作新声，又是一种意境。

精神家园我所爱
○吕人和（1949—1951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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