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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母校40多年了，不知不觉已步

入了古稀之年。人们常说，青年人向往未

来，老年人则常常回忆过去。40多年来，

那些与清华有关的人和事，深深地留在记

忆的海洋中。

铭记一生的清华来信

在1959年入学的2079名清华新生中，

我是一名差点要与清华失之交臂的学生。

1959年9月，我从江南水乡绍兴的一

个村庄，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了清

华园。开学不久，赶上祖国的十年大庆，

我们2000多名大一新生，有幸作为清华大

学的代表，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国庆群众

游行和晚上金水桥边的广场狂欢活动。班

上来自天南海北的20多名同学，很快就融

成了一个温暖的集体，使我愉快地度过了

大学的第一学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1960年暑

假回家时，发现母亲得了严重的肾炎，全

身浮肿得已不能走路，她为了让我在学校

安心学习，一直不让弟弟写信告诉我。我

在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含辛茹苦

抚养我们兄弟两人，现在母亲病倒了，使

我手忙脚乱，整个暑假期间，我陪着母亲

在医院里住院治疗，出院后，一系列的困

难摆在我的面前：母亲出院后要定期到医

院复查，平时要有人照顾，她病倒后家中

无经济来源，加上看病期间向亲友借了不

少钱，面对这一切，我已经无法按期回学

校继续学习了，考虑再三，不得已向系里

写信提出休学一年的申请。这一年，我在

家乡先做农村会计，这样可以随时照顾母

亲，后来她慢慢恢复后，我又争取到在中

学做代课老师。

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为了

使家里能生活得好一些，我决定不再回清

华复学，继续好好教书，争取能尽快转为

正式中学教师，这在当地也算是一个不错

的工作了。回家一年来，我与同学已失去

了联系。没有想到1961年的8月初，我意

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清华大学的信，拆开

一看，竟是系里教务科王繁先生的信。她

在信里写道（大意）：盛智龙同学，你提

出的休学一年即将到期……你在大一一年

的学习中，学习成绩优秀，你千万不要放

弃在清华珍贵的学习机会。考虑到你的困

难，我与系里商量，决定给你补助两个月

助学金，作为你返校的路费和生活费用，

望你准时回校学习。看到这封信，一股暖

流顿时涌上心头。我们系里同学都知道，

点 点 滴 滴 清 华 情
○盛智龙 （1966动力）

迎接百年校庆



34 清华校友通讯

王繁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数学家赵访熊先生

的夫人，她在系里是负责日常教务工作安

排的职员，平时工作很忙，一个普通的大

一学生，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农村，能收到

她写来的信和她为我申请的33元钱（这在

当时是一笔不少的钱），让我非常感动，

也让我母亲非常感动，促使我和母亲改变

态度，决心克服家中的困难，继续回校

学习。这样于1961年8月底我又重返清华

园，编入6字班完成了后5年的大学生活。

今天回忆起来，王先生的一封信和

她帮助我申请的33元助学金，对我完成大

学后5年的学习，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

用。每每想到这一段情况，心中时时升起

对王繁先生和动力系的感激之情。

影响一生的清华基本功

我们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把专业

是否对口当作参加工作一件大事，而我的

工作经历，偏偏又走了一条业务大改行的

道路。

1970年，我从武汉解放军农场锻炼

回来，正好赶上建设大三线的高潮，我被

分配到三线建设组，负责三线的试车台测

量和控制系统设计。为了使三线建设达到

先进水平，领导提出了要在三线建设项目

中应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测量和控制技术，

可当时我们参加三线工程设计的150多名

技术人员中，没有一个是学计算机专业

的。经领导研究，决定从我们测量和控制

组抽调5名同志组成计算机小组，并指定

我为负责人。对于在学校没有学习过一点

计算机知识的我来说，这是一项非常艰难

的任务，可想到未来的三线试车台将成为

完全由计算机控制的先进系统，又感到面

前的任务振奋人心，决定边学习边工作，

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通过多方面的调查和分析研究，我

们选定了当时性能价格较好的DJS-8（108

乙）计算机作为测量和控制用的主机，这

是一套庞大的晶体管计算机系统，由运

控器、存储器、外部设备等8个大机柜组

成。为了尽快掌握它的原理，我与另一位

同志到738厂去跟班学习。一边自学，一

边向技术人员请教。在学习电子计算机线

路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是在校时的电

子技术基础等技术基础课，帮助我较快地

掌握计算机知识，虽然计算机各个部分很

复杂，但把每个部分独立分析，基本上都

是由“与或非”电路组成，这样运用电子

技术课的基础知识，使我在短短的两年

中，较好地掌握了操作时间表、运控逻辑

图、指令部件逻辑图、代码总线、开关存

储器、中断系统、检测程序等计算机主要

部件的原理，并初步掌握了调试方法，从

而跨进了高深的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大门，

帮助我走上了计算机应用的道路，实现了

我技术道路上的大改行。后来在上世纪70

年代中期，我有幸参加了M6800微处理器

在发动机试车台应用的研究任务，与一机

部自动化所合作，于1978年在国内首次开

发成功微型机控制的发动机高速数据采集

和处理系统。80年代初，国内各部委开始

进行信息化建设，我又参加了航天信息管

理系统工程建设，从担任科学情报分系统

的设计师开始，到1997年成为航天工业总

公司信息中心主任，在航天计算机应用道

路上奋斗了30多年。

回想我的工作改行经历，我感到学

校开设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是技术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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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的基本功，有了它，就可以克服业务

工作中的种种困难，完成各种技术任务。

激励终身的清华号召

时光流逝，跨入21世纪大门时，我

已到退休年龄，2001年，我从航天信息中

心主任位置退下来，这时我已在航天系统

奋斗了30多年，获得了“航天奖”，享受

了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按说可以安

度晚年了。然而想到蒋南翔老校长当年

给我们提出的“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

年” 的号召，我还远远没有达到目标。

到哪里去健康工作呢？在航天部门为了实

现干部新老交替，我应当主动退下来，把

位置让给年轻人，但在社会上发挥科技人

员余热，则是国家和社会提倡的精神。我

当时是北京市科协委员，根据自己长期在

国防科研部门工作的特点，开始参加一些

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产业方面的专家咨询工

作，在最近的10来年中，我通过科协的

“科技工作者建议”渠道，向北京市政府

提出过十来次专家建议，其中有半数建议

都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其中在1999年提

出的关于“发挥在京国防科研院所力量，

为首都经济服务”的建议，受到当时中央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北京

市市长刘淇，国防科工委主任刘积斌等领

导的高度重视，他们分别批示给国防科工

委科技司和北京市科委，要求他们重视这

条建议，落实合作事宜。我的建议提出不

久，刘淇市长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市长恳谈

会，听取在京的十来家国防大院大所领导

意见。随后在同年11月15日，北京市政府

和国防科工委签署了高层科技合作协议，

决定以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为主线进行长

期合作，并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该

协议促进了在京的国防科研院所与北京市

有关区县、企业进行了多项合作，对国防

院所参加首都经济建设起到了较大的推动

作用，由此，我被国防科工委科技司领导

称为“委市合作的发起人”。2002年我与

原丰台区科技园陈家林副书记提出的“关

于将北京航天微电子所纳入北京微电子基

地建设”的建议，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林

文漪副市长很重视，不久市科委决定投入

1500万元启动资金，推动航天微电子研究

所与北京测试技术研究所联合，在航天微

电子研究所建设北京微电子孵化器，成为

国内第一个国防科技工业与地方共建的高

科技孵化器。2007年12月，我又被选举

为新成立的北京数字科普协会第一届理

事长，几年来，与秘书处同志一起，组

织和团结北京地区科普工作的单位和科

技工作者，开展数字科普学术交流，实

施数字科普活动，促进数字科普资源的

开发，推进数字技术在科普工作中的应

用。我们先后举办了3次北京数字博物馆

研讨会，举办了“数字技术在防灾减灾

中应用”等多次科技沙龙，今年又与中

科院研究生院一起，承办了科学与艺术

国际研讨会。

退休近10年来，通过参加北京市科

协的活动和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我担任

副理事长）的各种活动，结交了北京各方

面的诸多专家，接触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

家，参加了各种科普活动，感到退休生活

很充实。通过活动和交流，开阔了思路，

增长了知识，促进了身心健康，为实现

“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创

造了工作和活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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