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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末，一个晴朗的上午，在

东操网球场报到后，我拿着新发的清华校

园地图，兴奋地走过林荫道，第一次来到

15号楼，走上旋转的一级级台阶，推开

了617宿舍的大门。放下行李，收拾好床

铺，我推开阳台的门，任阳光洒在身上，

一个念头霎时从心头闪过：“我的清华生

活从此开始了。” 

严师·良友

直到现在，我还为自己能进入清华历

史系读研感到幸运，更庆幸自己遇到了一

位很好的导师──蔡乐苏老师。历史学是

清华最悠久的学科之一，1926年建系，梁

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蒋廷黻、吴晗等

著名学者都曾在历史系任教，1952年院系

调整后并入北大，20世纪80年代复建，也

是清华最早复建的文科专业之一。

研一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每一门专业

课都像是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历史

系规模不大，研究生每个年级只有大约十

名学生，知名的老师却很多，秦晖、刘北

成、李伯重、张国刚……听历史系老师的

讲课是一种享受，这也难怪总有外系学生

到历史系蹭课，历史系老师开设的讲座也

很受清华学生欢迎。

我的专业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史，导师

蔡乐苏老师为我们制订了严格的学习制

三载清华    如歌岁月
○刘晓亮（2005级硕历史）

迎接百年校庆



56 清华校友通讯

度，“蔡门弟子”每两周都要到文北楼老

师办公室聚会一次，汇报自己的学业进

展，研究心得，并和老师进行交流。蔡老

师常对学生讲，历史研究就是要首先习惯

于“坐冷板凳，吃冷猪肉”，他也喜欢用

比喻的方式来给我们讲道理。比如，面对

一堆史料，要找出其内在关联，不可分开

来看，资料孤立来看，就好比一头“死

牛”，没有生气，如果把资料盘活了，就

好像面对一头“活牛”，历史场景也会丰

富起来。再比如，做研究要从正反两方面

看，比如舞台上的表演，只是一个人在上

面演，就不好看，如果两个人对打，就精

彩多了。

选好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研究生阶段的

重要一环，为此我思考了很久。蔡老师告

诉我，研究题目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你是否感兴趣，二是看资料好不好

找，能否做出来。基于此，我最终把论文

方向确定为对清华大学50年代中期创办新

专业的研究。这段时期里清华创建了许

多新专业，它们确立了清华在这些学科

里的优势地位，而这一时期主持清华工

作的蒋南翔校长，也对清华的发展产生

过重要影响，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研究

领域。

缤纷校园

图书馆夜晚的灯光、主干道上的煎饼

摊、西门鸡翅、综体里的新年电影晚会、

蒙楼里键盘队的毕业演出、六教的自习

室……清华给了每个人太多的回忆，校园

里的缤纷生活也常常会浮现在许多清华毕

业生的梦里。

在清华学习期间，如果没有参加过

社团，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进入清华

不久，我就一头扎进了各类社团的“怀

抱”。还记得在十食堂旁边的路口，我第

一次看到山野协会招新，心里就想，“太

好了，终于找到组织了！”和朋友们一起

出去爬山，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跟随山

野协会，我去过云蒙山、东灵山，每次活

动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一起拉练、

搭帐篷、做游戏，活动结束后一起“腐

败”，大快朵颐。在东灵山穿越时，我们

曾经迷了路，一些队友食品“告急”，其

他队友纷纷拿出自己的“剩余物资”，共

同分享，一起度过“难关”，我也分到一

块巧克力，那滋味至今难忘。山野的生活

锻炼了意志，也使我在协会里认识了“骆

驼”、“四眼”、小颜等很多朋友。

研二时，职业发展协会筹建国企俱乐

部，目的是架起国有企业和清华学生之间

的桥梁，以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使即将

走入职场的同学有更多机会了解国企现

状，更好地进行自身职业生涯的规划与发

展，我对此很感兴趣，积极参与了筹建工

作，并因此而加入了协会。我和朋友们一

起，创办了国企大讲堂，并曾邀请中石油

宁夏石化分公司总经理雍瑞生学长等国企

管理者来学校座谈，讲述毕业生如何与国

企共同成长。毕业前夕，我和职协的朋友

赵志刚、杨一博等一行近30人浩浩荡荡

奔向青岛，到海边游泳、打沙滩排球，

到酒吧一条街吃烧烤、喝啤酒，用一次愉

快的毕业旅行为我的社团生活画上了圆满

句号。

除了参加社团活动，我还先后在人文

学院研团、研会，校研究生团委宣传部研

通社、组织部、紫荆志愿者研究生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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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过，研团、研会的工作经历使我受

益匪浅，它让我体会到做事细致严谨的重

要性，学会了在适当的时候要懂得妥协，

学会了如何进行团队建设。在清华做学生

工作有个特色，就是开会总是放在晚上九

点、十点之后，这是因为大家白天都忙于

上课、科研，功课很重，只能利用晚上时

间来做。这样的生活虽然有点紧张，却使

人得到了较为全面的锻炼，“累并成长

着”，是我做学生工作的真实体会。

融入天津校友会

令人留恋的校园生活随着毕业典礼的

到来结束了。2008年7月，一个天空飘着

绵绵细雨的下午，我坐火车来到天津，开

始了新的生活。毕业后我签约天津市今

晚传媒集团《渤海早报》，成为了一名

记者。

龙井里，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附近

的一个小区，成为了我到天津工作后的第

一个居住地。工作不久后的一天，天津校

友会丁文魁学长敲开了我的房门，他特

意从住处坐了近一个小时公交车来看我，

并带来了天津校友会的内部通讯《清华校

友苑》。丁学长已经退休了，但依然热心

地从事着校友会的工作，负责《清华校友

苑》的编辑与出版，老学长对青年校友的

关心使我一下感受到了母校的温暖。

随着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京津

城际铁路的开通，天津良好的发展势头，

以及往来京津之间便利的交通条件，越来

越多的清华毕业生选择到天津工作。从

2006年开始，每年都有二三十名清华毕业

生到天津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到2009

年，在津工作的青年校友已接近140人。

青年校友之间年龄相仿，经历相似，都处

于事业的起步期，相互之间交流的愿望更

加强烈。于是，在校友会郭齐江秘书长、

丁文魁学长、梁全民学长、孙昌隆学长等

的关心与支持下，天津校友会于2009年9

月正式成立了青年校友分部，以加强在

津清华青年校友之间的联系、交流与合

作，我积极参与了分部的筹建工作。青

年校友分部的成立密切了在津青年校友

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很多青年校友的大

力支持。

一年多来，从陌生到熟悉，从被动到

主动，我逐渐融入了天津校友会，并有幸

得到了很多学长的指导与帮助，校友会是

校友之间联系的纽带与桥梁，我会继续积

极参与天津校友会的工作，与学长们一道

促进天津校友会的进一步发展。

感谢·祝福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

巍然中央……”2011年，母校将迎来百年

华诞。建校一百年，对任何一所高校来说

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清华大学从建立的

那一天起，就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

了一起。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

的熏陶下，一批批毕业生走出校园，走向

社会，他们奔向四面八方，在各行各业为

母校赢得了荣誉。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清华学风，

山高水长”，在此，我感谢母校对自己三

年来的培养，并衷心祝愿母校培养出更

多的治国之才、学术大师、兴业之士，

也祝愿母校在下一个百年中创造出更大的

辉煌！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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