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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春

校友情
—— 怀念徐锡安

国庆长假之后，听到了徐锡安于 10 月 4 日

不幸去世的消息，不禁愕然。去年 11 月，我到学

研大厦 B-907，他任老科协常务副会长的办公室，

取我和他一起去看望老校长方历时的合影照片。

那时见他，依然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怎么这么

快就走了呢？

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有了一丝寒意，更增

添了一丝哀伤。随着瑟瑟秋雨，我不禁潸然泪下。

回忆起与锡安相处的往事，我更加思念他。

七律  怀念

淅淅秋雨潸潸泪，无尽哀思天际游。

平易近人当表率，勇挑重担立潮头。

广收硕果人人敬，倾注丹心成绩优。

无奈病魔夺故友，仰天长叹挚情留。

相识清华园

1965 年高考，我和哈铁中高中同班同学张

复合如愿以偿，接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张复合考上了土木建筑系，我被精密仪器及机械

制造系录取。从哈尔滨铁路分局教育科第一时间

得到消息，全校都传开了。这是近三年来哈铁中

仅有的两名考上清华的学生，也算是学校的一件

喜事。分局教育科的同志说，你们去了，现在在

清华大学求学的还有两位哈铁中的学长，一位是

1960 年考上工程物理系的王学辉，一位是 1962

年考上土木建筑系的徐锡安。

8 月 26 日，我和张复合一起坐火车到达北

京站，然后坐上学校接我们的大客车来到了清华

园。当时，行李都集中送到三院新生报到处。刚

进三院教室，就见有两人在土建系报到处询问。

原来徐锡安、王学辉根据哈尔滨到北京列车时刻

表，估计我们这个时间到校，在这等候我们。这

是我第一次见到徐锡安和王学辉。他俩热情地帮

我们办理了报到手续、领取了行李，把我们送到

宿舍。张复合在 2 号楼，我在 7 号楼。在清华见

到了母校的学长，感到格外亲切。

开学之后，我们就投入了紧张的大学学习生

活，加上京密运河工地近一个月的艰苦劳动，很

难有与徐锡安他们三人见面的机会。1965 年秋，

全国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

运动，徐锡安、王学辉等高年级同学，除体弱者

外，都按照上级要求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

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

动的锻炼。徐锡安编入延庆工作团永宁分团。这

一年的农村生活，他们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

同劳动”，白天下地，晚上开会，从扎根串连到

清查斗争，从打井抗旱到点种玉米，经历了 9 个

月紧张而艰苦的生活。直到 1966 年 6 月“文化

大革命”爆发，才奉命撤回学校。1966 年寒假，

锡安在“四清”第一线离不开，所以只有王学辉

10 月初北京的萧瑟秋雨中，清华大学 1968 届老学长，新华社原党组副书记、副
社长徐锡安因病离开了我们。消息传来，闻者无不黯然神伤。本刊特约徐锡安学长的
学弟和后辈撰写了两篇怀念文章，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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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人结伴回哈尔滨度

寒假。

1945 年 1 月锡安出生

于浙江杭州的一个书香门

第，父母都是教师，祖上

有些社会声望。外祖父投

身清末保路运动，舅公汤

寿潜曾被推为辛亥革命后

首任浙江省都督，因集资

修路旋改任民国政府首任

交通部长。徐锡安的童年

在浙江度过。四岁入学，

随父母辗转江浙数地，读

完了初中。他从小喜爱读

书，父母不在家，常自己

以书为伴。初中前就看完

了手边拿得到的许多古典

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

说及古诗词。零花钱常用于租书，有时钱不够就

蹲在书店书架下一看几个小时，直到店主人催还。

一些名篇他至今还能脱口而出，尤其那些忧国忧

民、壮怀激烈的诗文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出

师表》、《岳阳楼记》及辛稼轩词作等。

高中他进哈尔滨铁路中学（现黑龙江省实验

中学）就读，冥冥中与铁路的缘份早早结下。在

哈铁中，他不仅品学兼优，成绩稳居年级之首，

还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曾经荣获市级航模比赛第

三名。毕业时，国家正贯彻“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方针，考虑到祖国建设需要人才，又久慕

建筑大师梁思成之名，他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大

学土木建筑系。

1962 年，徐锡安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此后的六年是他学习成长的关键阶段。当时清华

校长蒋南翔“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办学理

念和清华大学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

成长平台。很快，锡安就显示出了他的卓尔不凡。

他被选拔进入学习尖子的“提高班”因材施教，

被吸收入学校文工团军乐队，学习演奏萨克斯，

并先后担任班级和系学生会的领导工作。他在班

上年纪小个子不高，但样样严于律己，说到做到。

负责全年级生活服务、迎新、文艺宣传等工作，

都很受好评。作为班长他常默不作声地为别人

做好事，全班团结向上，房八班获得了校“四

好班”的荣誉称号。1966 年在四清工作队加入

中国共产党。

清华园的“文化大革命”从 1966 年 6 月开始，

历经一年零八个月，终于在 1968 年 2 月，迎来

了66届的毕业分配。王学辉被分配到上海电机厂，

临行前，哈铁中四校友在照澜院照相馆留下了这

张珍贵的合影。

1968 年底，68 届毕业分配，锡安分配到国

家建委，先到南京军区 6413 部队农场锻炼。1970

年 3 月，70 届（0字班、00字班）毕业分配，我

和张复合均留校工作。

校友再聚首

百年校庆前，锡安多次来学校开会。有一次

到校友总会开会，路过新林院甲 7 号《清华校友

通讯》编辑部，得知我在编辑部工作，来看看我。

1968 年 2 月与徐锡安摄于清华大学照澜院照相馆
（后排左起：徐友春、徐锡安；前排左起：王学辉、张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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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分别 42 年后再次见面。他说，现在王

学辉也住在北京儿子家，照顾孙子的学习，什么

时候，我们哈铁中四校友聚一聚。

2010 年 11 月 28 日，分别 42 年后，哈铁中

四校友再聚清华园。

一别四十载，相聚再叙旧，大家感慨万分。

我们的经历相对简单，也比较平淡。唯独锡安，

经历丰富。毕业后分配到国家建委，先到南京军

区 6413 部队农场锻炼，先后参与围湖造田劳动

锻炼和湖北荆门江汉油田建设。八十年代奋战在

三线建设重点工程之一的眉山车辆厂，后升任铁

道部工业总局副局长、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副总

经理。以后，从工业建设到教育界再到政府工作

和新闻工作，工作角色变化多，行业跨度大。但是，

锡安为人、做事都非常低调，很少向人炫耀。

因为我 2010 年 7 月以后受聘到清华校友总

会工作，就和锡安有了几次见面的机会。锡安很

热心校友工作，他是清华校友总会第五届理事会

理事，清华校友总会第六、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时间跨度从 2002 年 11 月到 2015 年 4 月。这期间

经历了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纪念活动，清华校友总

会成立 100 周年纪念活动。

2010 年《清华校友通讯》复 61 期刊登了他

迎接百年校庆的纪念文稿《青春乐章三两节》，

文中他深情地回忆了清华六年的学生生活，那些

与时代、首都、同学……密切相连的许多往事，

表达了他对母校的眷恋之情。

2012 年 12 月 22 日，《水木清华》创刊十周

年座谈会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东厅召开。徐锡安、

李凤玲等十余位校友嘉宾应邀出席。会上，徐锡

安就杂志报道内容、形式、经营等方面提出了很

多中肯的建议，认为《水木清华》格调很好，杂

志倡导清华奋发向上的学风，能给青年学子以启

示引导。并赋诗以贺：“十年辛劳树一刊，万千

学子跃纸间。四海同窗欣相语，百年校史续新篇。”

他提出，希望杂志能更多地报道基层校友，起到

更大的凝聚鼓舞作用。

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基层工作最能锻炼人，培养人，对此他深有

体会。他十分怀念在铁道部四川眉山车辆厂工作

的那段日子。

从 1970 年到 1988 年调任北方交通大学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

他在铁路工业系统

工作了 18 年。这些

经历不仅锻炼了徐

锡安的体魄，考验

了他的耐受力，更

使他了解到中国最

底层老百姓的真实

生活，并最终成为

他终生平易近人、

深入基层的工作作

风的源泉，为以后

应对复杂局面打下

了基础。他真切体

会到：“共产党人

好比种子，人民好

比土地，我们到了哈铁中四校友再聚清华园（左起：张复合、王学辉、徐锡安、徐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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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

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

间生根开花。”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

为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党

中央提出了“一定要真正

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

上来，快点提拔上来”、“打

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观念，

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

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

破格提拔”的思路。1983

年，在三线建设重点工程

之一的眉山车辆厂，年仅

38 岁的徐锡安被提拔为

厂长，连升四级。在全厂

职工惊愕的眼神中，锡安

看到了他们的疑问：“能

胜任吗？”

他率领班子，围绕企业生产经营进行改

革。一面抓生产建设，使工厂生产很快达到年产

3000 辆的生产纲领；一面着手做改扩建方案，

扩大产能。同时围绕企业改革、生产经营中心任

务，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把思想

政治工作融合到经济工作中，转变职工“吃大锅

饭”的思想观念。

在抓生产，抓思想的同时，他造住宅、建学

校、医院，盖屠宰场、甚至在四川省企业中率先

建造煤气站，解决能源问题。由于锡安在“情”、

“理”上下功夫，眉车人更新了观念，激昂了斗志，

企业显现出勃勃生机。1984 年，眉山车辆厂被评

为四川省先进企业；1985 年被评为全国思想政治

工作优秀企业，并连续七年获得这个称号，继而

获得国家企业管理最高奖——金马奖。1986 年，

因工作表现优秀，有坚实丰厚的基层管理工作经

验，徐锡安升任铁道部工业总局副局长、机车车

辆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1972 年，徐锡安在四川眉山车辆厂与和他共

担风雨多年的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同学，暖 8 班

学生党支部书记马淑秀结为伉俪。1968 年毕业时，

马淑秀被分配到铁道部齐齐哈尔车辆工厂。他们

都践行了在毕业生分配登记表上写下的话：“服

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

1988 年以后，锡安先后担任北方交通大学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北方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校务委员会主任，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副书记、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

教育工委书记，新华通讯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

等职。2002年，他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新

闻出版界），由此多了一个反映民意、服务大局

的舞台。2011 年 12 月起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常务副

会长。

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深

入群众，细心研究，敢于承担责任，善于处理复

杂事务。人们普遍评价徐锡安有“四快”——“思

维快、讲话快、走路快、处事（处理事情）快”。

很形象准确地描绘出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为有这样的校友感到

骄傲，我永远怀念他。

徐锡安（左）与作者在《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