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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门额上刻有晚清军机大臣那桐1911年

题写的“清华园”大字，早已成为清华的

鲜明象征。清华校花紫荆花是传统的北方

紫荆，灌木或小乔木，与大家所熟悉的香

港特区区花紫荆花不同。在中国古代，紫

荆常被用来比拟亲情，象征兄弟和睦、家

业兴旺。所以，我们在封面选用二校门照

片代表母校悠久的历史，用紫荆花寓意母

校如春风拂面，洋溢着勃勃的生机。

1924年，老校歌得到学校采纳，当年

3月在大礼堂举行的全校大会上首次正式

合唱，并最终沿用至今。2011年我们首次

将其制作成精美的DVD，供全球校友学

唱，有助于他们加深和抒发对母校的热爱

之情。2012年，我们又修改补充制作了第

二版，加上了新担任国家领导人和学校校

长的学长照片。2014年，教育部批准了新

的《清华大学章程》，其中第六章规定了

该校歌为《清华学校校歌》，至此，汪鸾

翔先生作词、张慧珍女士作曲的校歌得到

确认成为正式校歌。

清华广州校友会为母校作出的努力得

到大家的认可。其实，广州还有一位有

“清华之父”美称的人物—— 梁诚。他出

生在广州的黄埔古港，是清朝末年驻美

公使。1904年，梁诚得知美国向中国索取

“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的信息，多次积极

与美国政府交涉，上下奔走，最后美国退

还近一半庚子赔款共1196万美元，该笔款

项支持了逾千名学生赴美留学。梁诚用这

笔款项设立的游美肄业馆，后改称“清华

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有了清华进而

才有清华校歌与清华精神，历史因此改

变。所以，梁诚是对清华建校做出重要贡

献的重要人物。走进校史馆，首先看到的

就是梁诚先生的照片，但是我们对梁诚先

生的精神还是传承得不够。2017年12月23

日，梁诚逝世100周年座谈会在广州市海

珠区黄埔村举行，一些热心的校友、专业

人士正在筹划拍摄以梁诚故事为题材的电

影，我也在积极参与。

文章千古事，爱心天地知。虽然我做

了这件喜欢做的事情，也许对校歌的传唱

和清华精神的宣扬有些益处，但其实我是

喜欢音乐但不懂音乐，为此我还请教过会

弹钢琴的儿子，本文也经夫人修正过。但

是这些年来，清华校歌和“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的清华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在顺

境时更上一层楼，也激励着我在逆境时不

屈不挠，重新站起来，努力做到人生不仅

是赢在起点，还一定要赢在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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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五十年
回清华赴校庆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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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分凡五秩，
追忆已朦胧。
系馆研习热，
荷塘月色浓。
学识催阔步，
业绩屡成功。
白首期明日，
安康共举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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