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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校庆日，1973 级毕业 40 周年纪念大会上，年级代表与母校新老领导、教师代表

合影。左起：王敬琥、杨士强、薛芳渝、姜胜耀、王佳、张凤昌、赵熊、顾秉林、朱守真、

方惠坚、王伊明、林泰、陈旭、崔桂香、庄丽君、李淑红

“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

民”，是20世纪70年代清华大学校园里非

常响亮的一句口号。这一口号从1970年第

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进校，一直到1980年最

后一届工农兵学生（1976级）毕业，整整

响了十年。

关于这一口号的确切出处，我问过校

内外很多同龄人，大家都很难确切地说出

是否为清华“原创”，但是大家的一个共

识，清华毕业的70年代校友值年返校聚会

活动，不管哪一个年级，都把这句口号悬

挂在大礼堂最显眼的地方，成为那一个年

代的闪亮标签。同学们一看到这个标语，

就如同回到当年，格外兴奋，热血沸腾。

这句口号的出处似乎已经不那么重

为人民上大学的一代清华人
——写在 1973 级毕业 40 周年

○杨士强（1973 级计算机）

要，但是，这是一代清华人的座右铭，是

那个激情燃烧岁月里主流价值观的真实

写照，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个价

值观、座右铭的指导下，几乎与共和国同

龄的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十年的风

风雨雨，见证了改革开放30多年翻天覆地

的变革，他们与祖国同命运，与时代共成

长，成为国家建设发展的中坚力量。

今年4月30日的校庆日，作为这一代

人的一批代表，1973级迎来毕业40周年，

800余名校友返校参加了校庆活动。校

党委书记陈旭、常务副书记姜胜耀以及

老领导方惠坚、贺美英、顾秉林、庄丽

君、张凤昌等在大礼堂与同学们共同欢

度校庆。此时，我最深的感触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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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1973 级同学参加马杯开幕式校友方阵，打

出横幅：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

写出来与同学们分享：

一、母校的关怀深深打动校友们的   
心灵

今年的1973级毕业40周年活动，得到

了学校现任领导和老领导的高度重视。校

党委书记陈旭在大会讲话中，对校友们毕

业以后在各个岗位为国家建设做出的重要

贡献进行了充分肯定，她还强调这一届

是“文革中唯一一届经过考试进入大学”

的，同学们深受鼓舞。

在纪念大会上，方惠坚老师深情回忆

了他担任校党委书记期间，校领导处理那

个年代校友的两个历史故事，深深打动了

同学们：一件是90年代初期，这一批校友

逐步进入毕业20年的返校高峰期，当他知

道这个年代的校友由于受到十年动乱历

史的影响，不太愿意返校的时候，他专门

组织在校工作的这一批毕业生的代表开座

谈会，强调学校对各个年代的校友都是一

视同仁，都是清华的学生，希望大家组织

好校友返校的活动。于是就有了1970级校

友在1994年校庆日组织的毕业20周年庆祝

活动为起点，后续各个年级毕

业20周年、30周年的活动都组

织得很好，也由此形成了那个

时期“20年在后厅、30年进礼

堂”的惯例。另一件事也是发

生在90年代，方惠坚老师担任

校党委书记时期，学校顶着社

会上的压力，为这一代拿了革

委会图章毕业证出校的同学换

发了新的毕业证书。亲身经历

过这个历史时期的校友，对母

校清华如母亲般对学生的关爱

所感动，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

精神永远激励学员们前行。

二、特殊年代形成了特别深厚的师
生感情

说到师生感情，每个人从中小学到大

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感触。但是，如果在

清华70岁上下的老教师里面调查：师生感情

最好的时期是哪个阶段？相信大部分老师都

会说：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时期是最好的！

曾任化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的薛芳

渝老师，作为老教师代表在大会上的发

言，激情幽默、妙语连珠，慷慨激昂、声

情并茂，把会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他以

自己与学生下厂下乡、开门办学等朝夕

相处的亲身经历，回顾了那个年代师生感

情的特点。那个时期师生感情深厚的主要

原因，就是师生一天到晚摸爬滚打在一

起，在共同的生活、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现在七十几岁的老教师，那时正是

三四十岁上下，风华正茂的年龄，与二十

几岁的学生年龄相差无几，甚至有的学生

年龄比老师还要大。师生共同下厂下乡、

开门办学，混编支部，一起政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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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组织生活。那时知识分子处于被改造的

地位，但是他们一旦融入求知若渴的学生

中间，马上就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发挥聪

明才智的空间。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

“四人帮”及其爪牙在学校里横行霸道，

政治运动不断，但是师生们在共同的学习

中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一起抵制极

左思潮的干扰，在工作学习中建立深厚的

友谊，取得了相互的信任，那时出现学生

介绍老师加入党组织是非常普遍的事。

我自己就曾经亲身经历了介绍我的老

师入党的过程：当时和我们计32班一起开

门办学的林定基老师，是1960年毕业的老

教师，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非常

投入，热爱教育教学，他当时参与主编的

《脉冲数字电路》是在全国影响很大的一

本教材，当同学遇到问题找他请教，他总

是非常耐心地进行讲解。在相互接触中，

同学们认为他对党有很深厚的感情并且在

教学科研中表现突出，于是党支部书记李

建森和我一起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

三、心里始终装着人民是这一代人
成才的重要因素

毕业40周年庆祝大会上，分别来自学

术界、国防建设第一线和基层单位的三个

校友代表，从不同侧面向母校汇报了他们

的成长经历。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领军人物

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吴建平院士，带

领科研团队，把中国教育科研网建设成了

世界领先的下一代互联网平台；建工系暖

通专业毕业的罗继杰，毕业后一直工作在

国防工程环境保障领域，已经成为“全国

工程设计大师”；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毕

业的曹树梁，在陶瓷材料的制造和加工工

艺方面，取得了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他

们的成功是1973级校友的缩影。

1973年入学的这批校友，是在邓小平

同志二次复出主持工作时，采取了推荐加

考试进入大学的，相对来说文化基础比较

齐整，进校后又赶上全国上下抓经济建设

的大环境，认真进行了补课。1977年“文

革”结束后，全国开始恢复研究生招生，

很多人又接着读了研究生。亲历了改革开

放整个过程，这个年级更产生了江亿、王

志新、肖绪文、吴建平等四位院士和原国

家环保局局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

为代表的若干将军、部长等领导以及在各

个领域的骨干人才。

在1973级这个群体中，有一个很有代

表性的班级——建筑工程系供暖与通风

专业的暖32班。全班32人，毕业40年，大

多数还在干本行，而且很多成就卓著，

包括建筑大师、设计院院长、院士、上市

公司总裁等，为建筑节能、空调环境行业

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空调院士江亿、

清华同方董事长陆志诚、空军设计大师罗

继杰、亚都公司创始人何鲁敏等都是出自

这个班。江亿院士早在八九十年代就结合

山西省农科院的“苹果的产地储存技术”

项目，为农民设计出窑洞储存苹果的土办

法，达到了与现代化储存手段完全相同的

储存保鲜效果。这些办法只有那些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心中想着人民，又密切联系

生产生活实际的人才可以想出来。

这一代人如今都已经60多岁，相聚母

校，回忆毕业40年走过的历程，大家有一

个共同的感觉，“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

大学为人民”这个信念伴随大家成长，只

要心里装着祖国，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

民，不忘初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就一定能够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