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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职业介绍的传统一直在海外清华校友

中传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计划经

济，毕业生由国家统一调配，校友工作也

处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促成了校友工作

的恢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校友

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全国校友会组织如

雨后春笋，遍及海内外。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建立了150多个校友会组

织，在海外12个国家建立了50多个校友会

组织。今天，校友资源已经成为每个清华

人宝贵的财富，校友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当

地校友的帮助。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

双向选择”就业制度后，新毕业的年轻校

友自主创业，得到当地师长帮助取得成功

的事例数不胜数。

《校友通讯》是清华校友文化的载体

和交流平台，《校友通讯》长盛不衰本身

就是清华校友文化现象的生动体现。随便

翻开一本《校友通讯》，每一篇文章，

每一首诗词，每一件书法、画作，就像清

华园的百花争艳，抒发着清华学子对祖国

和母校的热爱，《校友通讯》正是这百花

生长的肥沃土壤。《校友通讯》的特点是

读者和作者同一。《校友通讯》这个舞台

是“自导自演”，在这个舞台上，只有师

长、学长和师弟师妹，没有领导，不分彼

此，在《校友通讯》上发表文章一律标注

毕业系别和年限。广大校友对《校友通

讯》关爱有加，看成是“精神家园”，对

她的进步欢欣鼓舞，对出现的错误及时指

出，对于发表自己的作品、报道自己班级

和年级的活动更是奔走相告。校友的关爱

是《校友通讯》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梅贻琦校长在《校友通讯》发刊词中

说过：“总期望着（校友通讯）以后可以

逐月逐年的进步，随着本会的前途一同发

展。那么它的长进便亦可以作为本会发

展程度的表征。因为它的效用大小不是编

辑负责的二三人可以操定，全要靠各地同

学热心帮助，使它的确成为校友联络的有

用刊物。所以它既是一剂‘提神药’，它

也是一个‘寒暑表’。”今天，《清华校

友通讯》不正是起到了“提神药”的作用

吗！她的兴旺发达不也正是说明了我们的

母校清华大学和清华校友总会的蓬勃发

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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