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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校友情
—— 记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晚年的聚会

一个特殊的群体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西南联大

完成历史使命，清华、北大、南开迁回平

津，在原校址复校。

1946年10月，清华母校在清华园复

课。当时由西南联大转来四个年级学生

九百多名，由原在北平的各大学转来412

名，当年从全国招本科新生903名，先修

班近百名，共计2300余名。此后，1947年

招本科生775名，转学生41名；1948年招

本科生409名，转学生61名；三年还招研

究生62名。(以上数据来自《清华大学史
料选编》第四卷)。

从1946年清华复员到1948年底清华解

放，也就是解放战争时期，有3600多位老

校友在母校学习过。他们是在解放战争第

二条战线的大熔炉中经受过锻炼，在革命

学生运动中结成深厚的情谊，形成清华人

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到20世纪末，老校友们都已70岁左

右，为祖国鞠躬尽瘁，服务了五六十年。

大部分人虽然超期服役，这时也都离退休

或退居二线，有了空闲时间聚一聚，叙叙

友情，真是人老情更深。开始是轮流在各

家聚，滚雪球，人越来越多，只好找地方

大聚会，从1998、1999年两次在北工大聚

会后，形成制度，每年春节或国庆前后大

聚会一次，人数增加到二三百人，主要是

京津两地的老校友，少数外地校友也闻声

来参加，如广东的吴佑福、内蒙的牛竞存

就专程来参加过。从1998年到2010年，坚

持了13年。2011年百年校庆后，大家都已

八九十岁，行动不便，为了安全，停止了

大聚会，但分散的小聚会还在进行。

聚会的首要内容是叙旧谈新。离校后

50多年，大家忙于工作，也由于政治运动

的影响，很少来往，互不了解。但每人都

有着不同的坎坷经历，对当前国际国内形

势也有许多想法，很愿意和有共同语言

的老校友倾诉、交流。一见面，叫着当年

上学时的外号，互相拥抱，有着说不完的

话。在北工大聚会时，每人谈谈毕业后的

经历，半天都没说完。所以每次聚会都要

留出一半时间自由交流。

当年在清华上学时的老领导、老教

师，如何东昌、王汉斌、张大中、李晨、

解沛基、许京骐等老同志也常参加，尤其

是何东昌同志，每次必到，后来行动困

难，坐着轮椅也要参加。

唱学生运动的革命歌曲是会议必有的

节目，每当方堃——当年大家唱合唱团的

团长，指挥唱歌时，大家都无比激动，仿

佛回到了青春时代。前几年大家还自己表

演些独唱、小合唱、朗诵等节目，后来年

岁大了，就请来年轻校友和方堃办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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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在北工大聚会时合影，共 67 人

学校的学生演出助兴。总之，会议开得生

动活泼。

古进、张祖道老校友负责聚会的摄

影，他们都是专业摄影师，为大家留下

了许多难忘的镜头，上百人的合影是很难

照的，但每次都照得很清晰。尤其古进同

志，利用他曾任职的人民画报社，为洗印

照片提供了很多方便。陈宜焜老校友虽然

不是专业摄影师，但对录相、编辑光盘却

很在行，他每次聚会都录相，并编了多张

《校友情》光盘。

聚会后，有自助餐，坚持AA制，坚

持自费。我们要感谢市委党校、高等法

院、方堃办的音乐学校、北海中学、北工

大等单位为我们提供聚会场所和饭食。

组织这些大活动，尤其是老年人的活

动，是个很复杂的事。我们建立了一个联

络组，有王浒、张其锟、方堃、吴宏宛、

黄庆华、陈尚荣、张一华、陈伯时、杨

荣、钮友杰、傅 、吴勤娟、夏瑜、顾廉

楚和已去世的赵葆元、张一华等，各系、

各年级还有联络员，大家不顾年老体弱，

兢兢业业、认真细致地组织好每次聚会，

保证安全并让大家满意。

为了便于老校友们互相联系，由张

其锟负责编通讯录。2004年，收集到389

位，由北工大帮助印制通讯录发给大家。

2008年，张其锟和校友总会郭春玲同志共

同努力搜集和认真校核后，又编了一本有

908位老校友的新通讯录。在母校校办支

持下，印发给老校友一本精美的通讯录。

现在，网络普及化，张其锟同志已有许多

位老校友的电子邮箱。

三次在母校的重要聚会

2006年、2008年、2010年，我们和校

友总会联合举办了三次重要的聚会。

一、2006年是清华复员60周年，校友

总会和我们联合在母校蒙民伟楼举行了纪

念大会。老校友来得非常踊跃，大家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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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高，不少人是在子女、保姆搀扶下来

的。老领导王汉斌、何东昌、李晨、张大

中、许京骐，老教师解沛基、钟国生、施

熙灿、李国鼎都来参加了。

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贺美英主持大

会，校党委书记陈希深情回忆了解放战争

时期，清华在人民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发

挥的重大作用，被人们喻为“蒋管区里的

解放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学校仍坚

持严谨治学，德智体全面培养学生。因而

在这个年代的清华学子，建国后有5位担

任国家领导人，近50位两院院士，出了10

位将军、40多位省部级干部，在各条战线

成为领导或骨干的更不计其数。

王浒作为老校友代表，发言感谢母校

各部门对老校友活动的关怀和支持，发动

大家为纪念母校建校100周年写回忆，提

供史料，还祝福母校蓬勃发展，跻身世界

一流大学行列。

老同学合唱团和母校学生文艺社团为

大家表演了精彩节目。老校友们还按系、

按社团在台上合影。这次丰富多彩的纪念

活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2008年是清华解放60周年,校友

总会又和我们联合在母校主楼报告厅举行

了纪念大会。校友总会为这次大会作了精

心准备，在主楼大厅里布置了清华学生运

动历史照片的展板，老校友们在展板前流

连忘返，回忆起激情的往事。当年地下党

老领导、母校现任党政领导和三百多位老

校友参加大会。

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胡和平主持

大会，大会在《毕业歌》的歌声中开幕，

党委书记陈希同志讲了话。

别开生面的六位老校友的串讲，回忆

了清华1948年解放前后的情景：王浒回忆

了1948年暑假在解放区泊镇参加平津地区

地下党员培训班，学习形势和迎接解放任

务的情景。地下党南系教职员支部书记许

京骐老学长回顾了解放前夕，老教授和教

职工思想状况和地下党动员老教授留下来

的细致工作。接着王浒回忆，时局发展出

乎预料的快，11月2日辽沈战役刚结束，

12月13日清华已听到枪炮声，当时清华

外语系校友李乐之担任政治处主任的四野

某团已攻到清华附近，他已看到清华的红

砖楼房，国民党军从圆明园

向他们开炮。他立即报告团

长并请示上级，为了保护清

华，绕道万寿山以西攻击敌

人。同时，13日下午国民党

军一队炮兵开到气象台下布

防，经学生会和校方交涉，

当晚就撤走了。15日上午，

农学院来电话说已见到解放

军，地下党立即派庞文弟同

志和解放军联系。接着庞文

弟老校友叙述了他联系的经

过。为了安排学校安全和生
2006 年清华复员 60 周年老校友聚会，物理系老校友和校

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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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临时组建校务管理委员会，蔡公期以

研究生会主席身份参加管委会并被选为主

席，接着他讲了18日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

刘道生在校门口贴布告保护清华和后来接

待刘主任，以及如何和荣高棠工作组联系

取得粮、煤供应，安排师生生活的经过。

清华刚解放，党就抽调许多校友参加接管

北平的工作，吴宏宛老校友讲述了他们参

加接管石景山发电厂工作的情景。12月底

北平和平解放，清华组织了迎接解放委员

会，夏志武老校友是主席，由他介绍了清

华师生如何参加迎接解放的游行和宣传活

动。六位老校友的串讲，生动、全面地再

现了母校解放前后的历史镜头。

大会会场进门处，贴了祝寿的大条

幅：何守智老校友在一张有金点的大红纸

上书写了“仁者寿”三个大字，两边是对

联“荷塘映月色；水木出清华”。再旁边

的大红纸上列出通讯录收集到的122位今

年八十寿辰的校友名单。大会结束后，41

位到会的八十以上寿星在台上合影。

三、2010年是百年校庆的前夕，也是

1950级毕业60周年。在10月16日，我们又

和校友总会联合在母校

蒙民伟楼举行聚会，会

议的主题是“为母校百

年华诞献礼”。

早在当年2月25日，

联络组就发出为母校百

年华诞献礼的倡议。截

至8月31日，有385位老

校友捐款70多万元，建

立“解放战争时期老校

友励学基金”。校友总

会在 2 0 0 6年就启动了

“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倡导“助困励

学，爱校育人”。使困难受助学生在获得

经济资助的同时，直接感受到校友给予的

精神激励。同时这也是清华精神的传承。

我们这些老校友虽然经济不富裕，但参加

的热情不减。

会上举行了签字仪式，由捐赠方代

表王浒、徐裕荣(1947级)、吴佑寿(1948

级)、尹宏(1949级)、顾廉楚(1950级)、周

维垣(1951级)、张思敬(1952级)和校友总

会郭樑秘书长在协议上签字。还由贺美英

常务副会长、白永毅副会长向代表们颁发

捐赠荣誉证书，并合影留念。

截止到2 0 1 7年底，基金累计捐赠

300.6万元，共有526位老校友参与。累计

资助了124位主要是农村来的困难家庭的

同学，发放金额累计74.75万元。

在校友总会贺美英常务副会长领导

下，校友通讯编辑部钱锡康、黄文辉和

我们一起，在2008年底编辑出版了《峥嵘

岁月——解放战争时期清华校友足迹》

一书。全书113篇，60.8万字。记述了从

1946年复员到1948年解放，清华发生的学

运重要活动，学习生活，师生友情。书中

别开生面的老校友串讲。左起：吴宏宛、庞文弟、王浒、许京骐、

蔡公期、夏志武



纪念清华园解放70周年

清华校友通讯40

还有张祖道等老校友提供的50多幅珍贵照

片。这本书除了发给老校友，也成为百年

校庆的献礼。

2006年，我们在北工大帮助下，编了

《解放战争时期清华老校友的足迹》光

盘，发给了老校友。张祖道老校友在清华

上学时，用实习得到的津贴买了一个德国

二手相机，当时在清华是稀有的。每次学

校有活动他都照相，洗好了公布出来让同

学们选购。他解放后仍然细心保留着这些

底片(逝世前捐赠给母校校史馆)。我们就

从这些底片中选了一部分加上其他校友提

供的照片编了光盘。包括七大部分：1.西

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校庆，2.革命的学生运

动，3.学生自治会选举，4.朝气蓬勃、丰

富多彩的学校生活，5.师生情，6.校园风

光，7.清华新生、迎接解放。这个光盘形

象地、全面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母校的

情况，非常珍贵。

祝寿活动暖了老校友的心

进入21世纪，老校友们逐渐步入八十

高龄，每次聚会时，祝寿成为一个节目。

2002年，有八位八十寿星，聚会时每

人送上一束鲜花。吴时生老校友送上寿

联：“曾经沧海，欣逢盛世；云霞满天，

壮心不已；浩然正气，赤子之心。”很贴

切地反映了我们这一代清华人的心境。

2003年，有17位寿星。何守智老校友

别开生面，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写了17

个贺寿条幅，挂在会场上。如送给何东

昌老学长的是：“壮志凌云，纵横上下

数十万里；一心从教，培育五洲多少英

才。”东昌同志终生办教育，在清华主持

教学科研，创建工程物理系，后去国家教

委，最终任职教委主任。对联确很贴切。

送给徐芳伟(现名古进)老校友的是：“几

点梅花归笛孔，一支芳伟喜人心；淑勤长

伴暖香阁，画报飞传四海滨。”淑勤是古

进的老伴，古进离休前是人民画报社高级

记者。其他贺寿条幅都和寿星特点很贴

切，就不一一叙述。

此后寿星人数激增，因为大部分老校

友是1926至1930年生。如2007年，从通讯

录统计，有98位寿星，参加会有36位。何

守智写了一幅大“寿”字，两边是：“清

辉月色出荷塘，水木清华育栋梁；今逢吾

君八十寿，松鹤同庆日同光”，挂在主席

台上，寿星们在这个背景下照相，每位寿

星都佩戴红花。联络组给参加会和未参加

会的寿星都送一个精美贺卡，由何守智亲

笔书写上面的四句话。

2010年以后，已有老校友达到90高

龄，如2010年就有6位。此后就对80和90

岁的寿星都发贺卡。大聚会停止后，发贺

卡的活动一直坚持到现在。

购买和寄贺卡的任务由陈尚容老校友

负责。她非常认真细致，每年从通讯录上

查出寿星名单，核实后，购买寿卡，送何

守智处书写。参加会的在会上发，没参加

会的，写好地址邮编送邮局寄。何守智同

志仙逝后，由她一人承担此任务。到现在

已发送700多份贺卡。

贺卡虽小，温暖着校友的心。不少人写

信或打电话给陈尚容，说：“没想到校友们

还记得我的生日”；“从老伴去世后，我就

没过过生日，想不到校友还这么关心我”；

“校友比单位还关心我”，等等。

人老重晚情，我们的聚会温暖着老校

友的心，也鼓舞大家过好幸福的晚年。

 (清华大学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联络组，

王浒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