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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 50 年了，同学们要出纪念册，

每个人写回忆录。我也来写一写在清华读

书时印象深刻的几个画面。

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

1958 年 3 月，为参加中央号召的修建

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全校师生倾巢而出。

那是个下午，徒步列队，行军前往，浩浩

荡荡的队伍，一往无前的气势。

那时，我参加学校体育代表队组成的

保尔突击队，全天三班倒，我们的任务是

拉车、挑土，穿着单裤，肩担满尖的土石

筐，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溜小跑地送往坝顶。

我们吃着窝窝头，唱着劳动号子，住在自

己搭成的帐篷里。帐篷里左右两排地铺，

每个人享有不到 40 厘米的宽度，夜里出去

小解回来，就无立足之地了。

还记得周恩来总理手举大旗，带领国

务院机关参加水库劳动的情景，我们每个

同学都为能参加水库建设而自豪。清华园

里因故没能前往的同学，则在校内进行劳

动，给校河清挖淤泥，照样热火朝天。

舢舨训练班

1958 年 5 月期间，学校组织了舢舨训

练班，聘请我去作教练员。因为我在初中

时参加过青岛航海俱乐部举办的舢舨师资

训练班，它是中国航海俱乐部在青岛创办

的正规的国防体育项目，老师是海军退役

的军官。

训练用船是海军使用的正规的六桨舢

舨，属小型舢舨，耐波性较强，适于担任

运输和救生工作，也适用于水兵锻炼身体。

活动地点在颐和园湖面。

我负责的这一小队，全是建筑系的女

生，队长是李长珍，队员有：竺迺贤、肖林、

傅克诚、恒贵阳、张世英、张士萍、唐海光、

袁义芳、王贻蓉，活动都是在下午课外活

动时间。荡桨训练是培养运动员灵活机智、

勇敢顽强、克服困难、战胜海洋的一种运

动。我给她们授课，介绍舢舨的用途、构造、

保养、操作训练及相关的知识。每课我都

像模像样地备课写出提纲；上课时，她们

都端坐在船上。我们的训练纪律很严格，

女生也都刻苦、认真地学习，到期终还要

考试，很有点部队的气氛。有一次在颐和

园后湖，舢舨划到近岸边水生植物丛中，

费了好大劲才冲出来，她们真有女兵的飒

爽英姿。

梁先生教我用尺子

入学以来，听过梁思成先生一些大课

和小范围讲座，他身为系主任，社会活动

繁多，他没有正式担任过我班的课堂教学。

一年级时，梁先生和建一的一些同学

座谈，我抱着好奇心也参加其中。他讲了

我的清华印象

○黄中兴（1962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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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中兴学长夫妇

很多中国传统建筑和各朝代服饰特点，在

黑板上他还画出他奶奶的领口、衣袖。他

谈吐极其幽默诙谐，引人入胜。记得他还

讲到，你们选择了建筑学，要有充分思想

准备，当建筑师盖房子，别指望获得什么

大奖……那个时候，全国刚开过科学技术

大会，会上许多科学家获奖，还正式提出

向科学进军。但梁先生不仅大奖没他的份，

还受到全国性的大批判。

 还有一件令我至今不忘的事。那是二

年级下学期一个题为“职工平房住宅”的

课程设计，要求画出包括家具、用具的平

面布置，住宅面积标准很低、厨房很小，

没有自来水，我在厨房灶台旁边画了一只

直径为 40cm 的小水缸。那天梁先生来到

我的绘图桌旁，我给他让座，请他审图。

他一眼就瞅见我的那只小水缸，对我直言

道：你拿卷尺到北京的杂货店去量量水缸

的尺寸。言外之意是你太缺乏尺寸概念了。

梁先生态度很严厉，口气却又很亲和。当

时我还有点不太服气，大水缸放不下，小

水缸不是也能用吗？后来我学会并养成随

身带小卷尺的习惯，画图多了，对物体、

构件尺寸、尺度的概念逐渐明晰，不用尺

子也能分辨。

梁先生的一席话，我终生受益。

渲了 29 遍天空

一年级下学期，建筑初步的西洋古典

建筑水墨渲染设计，题目是亭子、廊子、

亭桥、公园大厅等，我选择的是亭桥——

普通桥上架一亭子或一排柱廊，最后成果

为一较大尺寸的水墨渲染图。

绘画是建筑系学生的基本功，而水墨

渲染又是基本功的基础，辅导老师们手把

手从裱纸、砚墨、过滤、用笔教起，十分

严谨。我听说，系里哪位老教师在作重要

水墨渲染时，先要打扫房间，一丝不苟地

画起。我的亭桥渲染图比较大，我耐着性

子一遍遍地渲，找好墨色微妙的变化和深

浅退晕的关系，不厌其烦地描画，正过来、

掉过去，渲一遍做一个记号，一共渲了 29

遍，效果不负有心人。

亭桥中间在石拱券中心有一兽头石雕，

为了画好它，清华游泳池对面高墙上有一

吐水的狮头，我十分中意，跑过去一手抓

住兽头，一手描画手稿，回来用到设计之中，

整个作业结束，老师给予了较好的成绩。

对以后的水彩渲染都有促进作用。

老师严格的教导，使我不仅学到了渲

染技法，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清华严谨认真

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负责的做人精神。

王乃壮先生的油画班

王乃壮先生是美术教研组里给我们印

象很鲜明的一位老师。他画的好，教的好，

言谈举止生动幽默、热烈奔放，我们都很

喜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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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学校大型体育

活动和正常体力劳动都停顿了，代之而起

的是练气功、办舞会、放电影。在这种氛

围下，王乃壮先生在系里开办了课余油画

学习班，学生不超过 10 个人，只记得有建

五的许安之、建四一位小同学，建二就我

一人。我以极高的兴趣接触了油画的初步，

用废旧材料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油画箱，用

油画纸板作画。

王乃壮先生重点讲授了油画与其他彩

画的不同。画法上要从暗部画起，暗部要

薄，要透明，要追求油画色彩的高级灰调子。

有几次我们还到他家里听他面授，看他示

范 , 还在系里听过他的油画名作欣赏讲座。

这期间我画过不多的几幅习作，有一

幅老农头像，是临摹曾善庆先生的原作，

画过一幅自画像，画过图书馆的风景写生，

画过青岛建筑的写生，暑假还在科学馆门

前橱窗里展览过。保留至今的几幅初学画

作，封存着那个值得怀念的美好的青春年

代。

和程先生在一起

有一次，在好像是京西宾馆的门厅里

上水彩写生课，大堂周围满布黑色锃亮的

皮沙发，我正画得目不转睛的时候，华宜

玉先生把程果英先生叫到我跟前说：“你

看看，这个学生画的多像你（画）的！”

顿时，我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这句话对

一个学生是多大的激励啊！程先生和华先

生的画作，在我们学生心目中有很高的位

置，这次我是揣摩着程先生的教学范画，

模仿着用群青和熟褐色并留着沙发的高光

画的。先生们的鼓励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学

习水彩。

临毕业那年，学校要召开教职员工先

进表彰会，其中要表彰工程化学系的张子

高先生，化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当时校刊《新

清华》要程果英先生和我画一套宣传张老

的组画，为此在一天上午，我和程先生一

起赶到张老家中给他画肖像头像，作为创

作的素材。只见他手执一本《天工开物》

翻阅着，程先生和我从不同角度、位置为

他画像。我好高兴，又一次有了直接向程

先生学习的难得机会。

“1962”毕业纪念章

建筑系建筑学专业学制为六年，听说

是梁思成先生决定的，中途要改为五年制，

他坚决不同意。1956 年我们一起入校的其

他系为五年制，后来延长半年，于 1962 年

初毕业。

学校要为五年半毕业的这届同学制作

毕业纪念章，征集方案的通知公布在明斋

门前的广告栏里。征集方案我没太在意，

只是按要求时间把我的方案草图送到了明

斋学生会的一个部门里。几天后，广告栏

里公示了好几十个方案，记得不少有原子

核图形的，火箭发射的，等等。我认为最

值得清华学生记忆的应是母校的标志——

二校门。隔了若干天，学生会通知我，我

的方案被选中了。

建筑系学生中选征集方案不是稀奇事，

我只是觉得我的构思被接受，成为一届清

华学子的终生纪念品，是我的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