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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清华大学迎来了百年校

庆。作为清华学子，早在两年之前我就思

考着，如何准备一份有意义的礼物，来庆

贺母校的百岁华诞。由于古代铜镜承载着

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和科技精华，自己又一

直在做古代铜镜的收藏，经反复思量，决

定向母校捐赠100面中华铜镜和100面日本

和镜，以报效母校的深情厚谊。

铜镜收藏是一项快乐并艰辛的爱好。

一个好的收藏者，必须对藏品具备：热爱

的情怀、巧合的机缘、独到的眼光、决断

的胆识和充分的财力等，这些条件缺一则

不完美。在筹措过程中，因自身条件有

限，且过分追求完美，以致造成了一些经

费周转上的困难。好在包括北京校友陈大

同和袁桅、南京校友严陆根在内诸多校

友的大力支持，才使我顺利地完成了这

校友镜缘
○王纲怀（1964 届土建）

份寿礼的筹措。此寿礼“清单”：

《清华铭文镜》《清华大学藏日本

和镜》，皆已列入《清华大学百年

校庆出版物（共50本）介绍》。诚

然，知恩图报是每一个清华学子的

做人准则，于是我从自己的藏品

中，为以上三位校友挑选了若干合

适内容作为回报。

2016年9月10日，清华大学艺

术博物馆正式开馆。鉴于馆领导杜

鹏飞老师是我同为环境专业的校

友，在详尽洽谈后，为了面对广大

读者，亦为有助于学弟学妹们更多

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促使我提前准备拟

出版一本有11个文化系列组成的《清华镜

文化研究》。在编写过程中，发现若干

内容必须增添，为此继续收藏，以调整

此书内容。最终，将书中新收藏的72面铜

镜，再次捐赠给了母校。至此，前后5次
共计捐赠274面。在收集与调整这些藏品

过程的近两年中，遇到了各种困难。然正

如宋军校友所言：“自有天助。”这神奇

的“天”竟还是校友！在得知我遇到的难

题后，清华大学高级总裁研修班第16期
的晋中校友李杰先生慷慨相助，给以支

持，最终让我如愿以偿，顺利地完成了

这再一次的捐赠。今年4月29日，铜镜专

馆隆重开幕，展出内容大致还是原来的

设想，并由博物馆出版了《必忠必信》

一书。

2017 年 4 月 29 日上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铜镜

专馆隆重开幕，王纲怀学长为嘉宾做讲解。左起：王

纲怀、王岩、贺美英、庄丽君、宋军、卢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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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我收藏的铜镜有数百面

之多，在两次系列性地捐赠母校后，仍略

有所余。因为李杰校友不仅注重晋中市榆

次区后沟古村的保护与开发，亦有着自己

的博物馆。为回报校友的相助之情，我遂

将包括拙著《东汉龙虎铜镜》《隋唐镜铭

文图集》两书封面图在内的一百多面历代

铜镜、二百多张系列镜拓、二十余件汉代

青铜器以及若干汉砖、汉陶等，全部转交给

了李杰校友。至此，我的毕生收藏除捐赠母

校之外，剩余部分大都归属了校友。

回顾一生收藏，感慨颇多。心爱之物

有了好的归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喜悦

心情当是不言而喻。铜镜是一项特别有缘

分的文物，有着太多有趣的故事。想不到

我收藏铜镜之“聚散”，还与校友的缘

分密切相关，正可谓“校友镜缘”也！亦

应了我在铜镜专馆开幕式上说的那句话：

“我爱母校！我爱清华！”

近闻，李杰校友的这些藏品将在晋

中市博物馆展出，预祝这个展览取得圆

满成功！

1961年9月，我以5门总分477分,平均

95.4分（其中数学100分）,全系第一名的

成绩考入清华电机系。开学不久，清华大

学校领导在工字厅接见全校各系前三名考

生，我荣幸地参加接见。

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经历

了一系列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之后，国

我的清华岁月
○孙广生 (1967 届电机 )

民经济进入调整巩固时期；与此同时，和

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则刚刚拉开序

幕。随着反修斗争和国内政治斗争的日益

激化，终于在1966年爆发了“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这就是我在清华大学本科学

习时中国社会的大背景。

回忆1961—1968年我第一段清华生活

可以说是喜悲参半。喜的是由于政策

的调整，我们有整整4年比较正常的

学习环境，没有在学生中开展政治斗

争，也没有安排过多体力劳动。正是

这一段认真读书学习，为我后来的发

展并取得一些成绩，打下坚实基础。

老师严谨治学、学生个个勤奋的

学习环境和氛围，是清华留给我最深

刻、最美好的回忆。即使是周末，图

书馆、教室都坐满了学生，就连我们

这些家在北京的学生，也不能保证每

个周末都能回家。能考上清华大学

2017 年校庆，高 71 班同学毕业 50 周年返校团

聚。后排左 2为孙广生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