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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百年校庆时，12 位同窗聚会近

春园，商议出版《铸七纪念册》，我写了

《三代人同庆清华百年华诞有感》，后来

发表在《清华校友通讯》复 64 辑。为纪

念入学一甲子，又出版了《铸七人六十年

述怀》，由我执笔写了献词。2017 年是

我们毕业 60 周年，身居西安的同窗联络

群主汤瑾于元月 6 日转来《清华校友通讯》

的征稿信，并怂恿我再写一篇感怀的文

章。当晚，我辗转反侧，记忆的年轮也不

断地翻动，我抓住了一些未曾写过的难忘

片段，写成此文。

“考中清华了！”

1952 年的暑假是最漫长的。高考后

就等待发榜，平常九月份是新学年的伊

始，可是一直等到中旬还没有任何消息，

不禁使人心急如焚。一天早晨，我正在天

井旁边洗衣服，听到喊声：“世欣，你考

中清华了！世欣，你考中清华了！”我顿

时起身，喜极忘形，把盆里的衣物都掀到

天井中去了。只见陈同学手持 1952 年 9

月 28 日的《长江日报》，手指我的名字，

我被清华大学机械系录取。想到七年前立

下的愿望实现了，真是欢喜欲狂！

高兴只持续了几个钟头，接下来的是

如何解决面对的实际困难：从住地潮州—

汕头—广州—北京，车船费及沿途伙食等

要 60 多万元（旧币），还要添加御寒衣

物及用具等。当年我的读书及生活费用由

上海的叔父按月邮寄十万元，如何筹措如

此庞大经费，颇费思量。所幸消息传开后，

很快获得亲友支持，才卸下搁在心头的一

块大石。

艰难的十天旅程

接着是准备行装。我从小到中学毕业，

一直穿着兄长留下的旧衣，此次赴京，居

于潮州、汕头、广州的哥哥把他们认为较

好的衣服送给了我，解决了行装的大问题。

衣物装入一个皮箱中，这皮箱是祖父在叔

父钟奇恩于1932年考入清华时送给他的，

奇恩叔英年早逝，此皮箱由父亲留用，待

我中学寄宿时交给我是有特别寓意的。这

个比我年长的皮箱，现在还留在我的书房

中。除此之外就是一个大帆布袋，内装床

垫、草席、被盖、毛毡及蚊帐等。这些都

是中学六年使用的。

最难忘清华情
——毕业六十年忆旧

○钟世欣（1957 机械）

钟世欣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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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约旅费，学校为北上的同学雇

了一艘有篷顶的民船，于 10 月 14 日晨由

潮州直驶汕头，每人节约了万多元。在汕

头，停留了三天两夜，住在学校乒乓球室，

球桌成为我们晚间睡床。17 日坐长途汽

车赴广州，车是 30 年代美国福特卡车改

装的，烧的是木炭，加上路况不佳，车经

常抛锚，行车速度经常低于 20 公里 / 小时。

夜宿小镇稔山，第二天继续行驶至广九铁

路的中途站——樟木头，改乘火车到广州。

宿市中心华侨中学教室，白天学生上课，

放学后把四张书桌拼成床，学校事先为每

人准备六根细竹作支撑蚊帐用，这就成了

旅途中的安乐窝。另外还可搭食膳堂，花

千多元便可解决一顿。

19 日联系省学联解决北京火车票，

我记得硬席坐票是 22 万元左右。根据清

华的通知，统一安排于 21 日晚乘京广列

车北上。23 日清晨抵达武昌，天正下着

微雨，北风夹着雨点，虽然把所有冬衣都

穿上了，还觉得寒气袭人。小个子的我，

左手提皮箱，右手拿帆布袋，迈上天桥后

才到达码头，转乘渡江轮船在汉口换车继

续北上。我们的座位是一排 3 人，两排对

座，彼此都是新识的清华学子，一路有说

不完的话，可是捱了 30 多小时都没有合

眼，疲态开始呈现，于是大家商量出一个

最佳方案：二人纵卧座位下，二人曲膝靠

窗，二人靠椅双脚放下走道，每 2 小时左

右轮换一次。这先进经验，很快便有人学

习，列车服务员也没有异议。车到河南新

乡，两人合伙付七千元在站台买了一只烧

鸡，这是十天旅途中最好的美食了。

到达前门火车站时已是 24 日晚上。

现在一天能到达的行程，当年却耗费了

10 天！一出站门便看到“欢迎清华新同

学”的横额，旁边停放着一辆覆盖帆布篷

的货车。学长把我的行李递上，车上另有

人招呼，我便坐在皮箱上，旁依帆布袋。

车行黑夜，无法领略古都的风韵，只希望

尽快来到心仪已久的清华。抵达校园后，

入住介于善斋与化学馆之间的两层新宿

舍，接待的学长递给每人一碗热气腾腾的

姜糖茶，顿时感觉一阵阵暖流在体内回转。

清华啊，我们将在这培育新一代工程师的

摇篮中成长。

翌日是星期六，上午在学长的引导下

到礼堂注册。注册时，可以查阅入学考试

时各科的分数，很是高兴。此刻，我已是

正式的清华学子，人生的历程从此开始了

新篇章。

访问华罗庚先生

能得名师熏陶，人生受益无穷。在清

华，不仅在课堂上可接受尊师的教导，在

课外，学校还提供各种讲座与机遇，使学

子能亲近社会上各类专家。印象最深的是

1955 年春节访问华罗庚先生。

当年，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设在清华园。

年初二那天，同专业留校的 12 位同学带

着一束鲜花，怀着仰慕的心情前往数学所。

在会议桌旁坐定后华夫人身穿蓝色碎花旗

袍，浅色夹袄，手端一大碟各式糖果出来。

华先生介绍：“这是我太太、妻子，家中

的无名英雄！”顿时气氛变得轻松下来。

华先生随后询问了我们学习的专业，并嘱

咐大家无需紧张，说：“我是有问必答的！”

沉默了片刻，汤瑾同学说：“坊间有传华

先生少年时曾摆地摊卖香烟，是否真的？”

华先生顿时大笑：“卖过香烟倒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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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地摊却没有。我不是好的售货员，因为

我脑中老是想着数学的问题，所以忘记招

呼顾客。一直到现在，我脑海中一刻也没

有停止过思考。”华先生说他在车上还不

断思考，陈正楷像有所怀疑，华先生注意

到了她的表情，举了一个实例来说明思考

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一集连续、顺序的

自然数，比如说 {1.2.3.4……97.98.99} 要

计算集内所有自然数的总和，不会思考

的人会 1+2+3+……+97+98+99= 多麻烦！

会动脑筋的人，就会先观察，然后发现

每一相应首尾两数之和都是相等的，即

1+99=2+98=3+97=100，即首尾的自然数

可成等配，于是：99/2*100=4950。如用

文字表述就是：“任何一集连续、顺序的

自然数之算术和等于集内自然数目之半乘

以首尾两自然数之和。”思考的结果多么

美妙，令人兴奋啊！华先生还教导我们，

思考的前提是要善于观察，经过缜密思考，

才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去伪存真。工程实

践、科学研究也是如此。苏联一位土木工

程师，从控泥船运行试验的大量数据中分

析、研究，最后归纳出一个著名的微分方

程式。华先生寄望我们也能在未来工程实

践、科学试验研究中取得成果。当晚我在

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那次访问的情况，真是

先贤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可惜那本日记

在“文革”中未能保存下来。

差点不能毕业

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熏

陶下，我们接受名师的教导，学为人处世

之道，强身健体，终身受用无穷。因为天

生平足，我一向体育成绩不佳，总觉得体

育课是一种压力。来到清华后，马约翰先

生的“锻炼好身体，为祖国工作五十年”

的口号铿锵有力。

在实施每天锻炼一小时的措施下，我

开始时感到很吃力，但还是坚持了下去，

3000 米、5000 米长跑以至十公里负重行

军，我都能顺利完成。体育锻炼除了能健

身外，还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增强克服困

难的信心。遗憾的是在大三时我的百米跑

了 16.1 秒，是唯一没有通过劳卫制锻炼

标准的学生。当年新规定是体育不合格不

能毕业，这可让体育干事紧张起来，过了

几天通知我到体育部见夏翔副

主任。了解我的具体情况后，

夏先生说新条例是造成了一些

困扰的，然后问我会不会游

泳？我笑着回答：“儿时在乡

下与玩伴闹水时胡乱学的，完

全没有章法。”夏先生很高兴

地说：“问题解决了！”马上

请王英杰先生过来：“你安排

一下时间，让钟世欣测验一下

游泳，如果能游上 50 米，就

算他合格了！”测验时，我游2007 年校庆，钟世欣学长（左 4）与同学在母校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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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50 米后并没有叫停，于是我各样招式

都使出来了，狗刨式、侧泳、仰泳，还有

我自己也形容不出的招式，游到 100 米后，

王先生吹了哨子，我见王先生一直在笑，

我看着他手握秒表，问游了多长时间，王

先生一直笑着说：“很好！很好！”彼此

都大笑起来，原来王先生忘了按表了！我

本来认为这是小事一桩，体育部对此认真

的态度，使我至为感动，现在回想起来，

内心还怀着深深的敬意。

顾秉林校长曾引述国学大师钱穆先生

说过的“伟大的校友，才能成就伟大的母

校”，校友的“爱国奉献、爱校感恩和团

结互助”的精神亦为世人所公认。在职业

生涯中，我曾得到许多校友的无私帮助，

借此机会，我特别感恩与怀念 2013 年离

世的百岁学长李远义（1937 机械），还

有张中和学长（1949 机械），他们是带

领我跨入环境工程行业的引路人，我永远

忘不了。

2017 年 1 月 10 日于香港

清 华 忆

○谢思恒（1957 水利）

瞬间一甲子，毕业六十年。

回忆清华事，历历在眼前。

五二参高考，喜结清华园。

适逢学苏联，院系大调迁。

北大搞综合，清华改工院。

燕京辅仁停，八大学院兴。

清华设七系①，土建与电机。

教授不满百，大师无几人。

弃英学俄语，人人从头学。

学制改五年，教材全抄袭。

考试改口试，全靠死硬背。

学业负担重，个性难发挥。

幸有蒋校长，为振清华风。

阻止变单科，伺机谋发展。

创办新专业②，紧跟世前言。

老师双肩挑，创设辅导员。

学生红又专，人人社工兼③，

发扬优传统，体育也领先。

欣欣向荣气，摇篮响遍天④。

校长发号召，工作五十年。

五七党整风，师生大鸣放。

理工要合校，教学要改革。

操场摆擂台，人人上阵来。

突然风向转，这是为什么？

北京总动员，掀起反右潮。

清华紧配合，钱黄首当冲⑤。

上面定指标，下面揪右派。

设计不答辩，忙开批判会。

毕业做鉴定，上纲又上线。

走向岗位后，档案伴一生。

温故而知新，历史是明镜。

奉告今学子，珍惜好时光。

注释

① 院系调整后，清华设建筑、土木、水

利、机械、动力、电机、无线电七个系。

② 新专业指自控系、工物系等。

③ 学校鼓励学生人人兼做社会工作。

④ 当时清华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

篮”。

⑤ 指钱伟长、黄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