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上） 181

荷花池

2016 年是清华大学建校 105 周年，

也是清华党组织建立 90 周年。为继承和

弘扬清华的优良文化传统和光荣革命传

统，经校史研究室建议，学校设立“三院

遗址·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诞生地”纪念

物。纪念物落成仪式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举行。校党委书记陈旭，原校党委书记、

校史编委会副主任方惠坚、贺美英，纪念

物设计指导、著名建筑学家关肇邺，老党

员代表凌瑞骥、邵敏，学生代表蔡润夏等

共同为纪念物揭幕。

倡议缘起

设立纪念物的建议，最早是由清华大

学校史馆（校史研究室 / 党史研究室）首

倡提出的。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清

“三院遗址·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诞生地”
纪念物落成

华党组织建立 90 周年活动和“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中，清华大学校史编委会委员、

原校史研究室主任田芊教授在档案馆校史

馆联合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上，两次提出建

议学校“在三院旧址设一个清华党组织建

立的纪念物，以告示不要忘记清华党组织

早期的光荣历史，保持特色，继续发扬清

华的革命传统，不断进取”。

校史馆将这一建议向学校领导作了汇

报。根据学校领导的要求，先后征求了关

肇邺院士等有关专家和图书馆、基建处、

绿色大学办公室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得到

一致赞同。

建立过程

2016 年 9 月，以党史研究室、校史

馆的名义，向学校正式报送了《关于设立

清华党组织成立纪念物的

请示》。不久，校党委书

记陈旭主持召开有关部门

负责人专题会议，讨论了

纪念物位置、初步设计方

案、铭文的题写和时间进

度等问题。在这一基础上，

对设立纪念物的方案进一

步作了完善。9 月 28 日，

校党委常委会讨论了这一

议题，作出设立纪念物的

清华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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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并原则同意了相关方案。

著名建筑学家、图书馆逸夫馆和李文

正馆的设计者关肇邺院士指导了纪念物设

计。他两次实地勘察选址，提出了纪念物

的基本设计思想，并组织建筑学院王青春、

程晓喜副教授等组成设计小组。在设计、

雕塑以至运输、安装过程中，设计师王青

春副教授精益求精，不断改进，在时间紧

张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校史馆承担了设立纪念物工作的具体

协调工作。

设计内涵

 “三院遗址·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

诞生地”纪念物设立在图书馆逸夫馆东南

门和西南门之间的草坪内，该处恰为原三

院正门所在位置。选用红砂岩石制成（宋

代流传至今的大足石刻即为此材质），造

型为中国的经幢形式融合西方的方尖碑形

式的塔形纪念物，下宽约 56 厘米，上宽

53 厘米左右，高 1.4 米。

纪念物顶部，以三院主体建筑薄浮雕

的形式慢慢渐显，象征党的革命历程，逐

步发出耀眼光芒；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慢

慢渐隐，象征随着时代前行，老三院在岁

月中慢慢隐去，为新的建筑取代，留下遗

址任后人遐思缅怀。整个纪念物庄重典雅，

与周围环境相适应。

纪念物正面，镌刻着百岁老学长、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题写的“三院遗

址”以及魏碑体的“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

诞生地”。

纪念物背面如摩崖石刻一样，保留了

边框的原始石面，中间锵平的长方形内，

镌刻了以下铭文：

三院，校园内最早兴建的建筑物之

一 ,一九一二年建成。初建共四排，一排

为教室，二至四排为宿舍及食堂。抗战期

间遭敌寇破坏，后三排于复员后拆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建设图书馆逸夫馆，

第一排也予拆除。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清华

第一个支部在这里成立。时有党员三人，

书记为在图书馆工作的职员王达成。清华

党组织建立以来，紧密团结师生员工，奋

斗拼搏，开拓进取，谱写了辉煌篇章。

在清华大学建校一百零五周年和清华

党组织建立九十周年之际，追本溯源，立

碑纪念。

清华大学 二〇一六年立

（校史馆）

“三院遗址·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诞生
地”纪念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