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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发言

以行动践行承诺
王凤生

王凤生，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电影学院
党委书记、院长

我是在 1958 年来到清华的，从清华校车将

我们从前门火车站拉到“新生签到处”那一刻起，

我在清华学习工作了 33 年。1991 年调去北京电

影学院，工作了 11 年，2002 年退休。

在宣布我退休的电影学院全院干部会上，

我说了这样的话：“小女儿问我退休有没有失

落感。人非草木，当然会怀念我工作了 11 年的

这个地方。但我清楚的记得我的老校长蒋南翔

要求我们要‘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我才 38

年，还差 12 年未达标。我会继续为祖国工作，

去努力实现校长的要求。但是工作地点、工作

方式会是与以往不同的。”退休后，我继续做事。

直到今年，工作了 53 年，期间很少跑医院，是“健

康”地工作的。现在可以说，我完成了校长的

要求。

清华有重视体育的传统，解放前的清华就

有每天下午 4 点至 5 点为“强迫运动”时间的

规定，那时清华是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规定

体育课不及格不准毕业的极少学校之一。

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外交家薛谋宏做国际

形势报告，他说，他当初之所以没报考清华，

是怕来了后体育不及格，可见，清华体育要求

之严格确是声名在外，广为人知的。

60 年前，蒋南翔校长要求清华学生“要争

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 50 年”。他常讲，“不

懂体育，就是不懂教育”“不重视体育，就是

对学校工作还不入门”“体育不好，就不能说

是教育质量高”，体育不及格就不能毕业等，

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清华的这一传统。在蒋校长

的号召下，清华学生积极运动，锻炼身体成风气。

在我读书时，每天下午四点半至五点半是体育

锻炼时间。四点半一到，同学们从教室、图书馆、

实验室来到操场上，开始体育锻炼。与此同时，

流传很广的还有另一个口号“8-1 ＞ 8，”就是，

每天拿出 1 个小时锻炼身体，工作、学习效率是

大于 8 小时的。

清华优良的体育传统，健康工作 50 年的目

标，使广大学子，包括我自己，终身受益。

我刚入大学的时候，是一个瘦小之人，体

育成绩不好。1958、59 年，学校要求学生一年

级通过一级“劳卫制”，二年级通过二级“劳卫制”

体育锻炼标准，别的同学能够通过，而我却是

被“挑灯夜战”，加油助威的对象。1959~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我患流感住进校医院一周有

余，痊愈出院后，身体极度虚弱，曾担心身体

会从此一蹶不振，自那以后，受德智体全面发

展教育方针的号召、蒋校长“健康工作 50 年”



封面文章

38

  2017年第12期
  

总第 80 期

《水木清华》

的鼓舞，我坚持每天下午 4 点半进行体育锻炼，

使身体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

“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是面对年轻

大学生提出的，着眼点却是在年岁大了以后，

仍然能够健康地工作。二十几岁的大学生，身

体健壮精力充沛，处在为健康工作做准备的时

期，鲜有紧迫感，真正的检验是在五六十岁以后。

人生三阶段：学校读书、在职工作和退休

以后。有些人在第三阶段还可以做更多的事，

有更大的贡献，但前提是必须身体健康。

在我退休以后，有人劝我写回忆录，说我

是故事多的人。但我不想把时间花在回忆过去

上面，而是继续地做了一些事。这得感谢母校

的体育传统，“健康工作 50 年”的感召，使得

我在年岁大了以后仍然有一个比较好的身体。

母校的教育，使我重视锻炼身体。在职时，

有时下班后，从电影学院直接到清华西体育馆，

在室内游泳池里游几个来回，再回家吃饭。在

退休前后，我开始了每天早晨的长跑锻炼。在

清华西操场从开始一次只能跑 2 圈，800 米就

气喘吁吁，到后来逐步加量，能跑马拉松。从

2005 年到现在，我总共参加了 9 次马拉松比赛

（其中一次全程，其余是半程）。2013 年，在北

京跑了一个全程马拉松，42.195 公里。PM2.5 超

过 150、坏天气和因事早出的时候，是我的自然

休息日。其余早晨都坚持外出锻炼，现在每天

早晨跑 8~10 公里。

我参加了一个校友的跑步微信群，由全国

各地、世界各地爱好跑步的校友组成，群里有

263 人，群名就是“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我是其中的最年长者，被呼为大师兄。大家相

互鼓励，坚持长跑，其中有不少能跑的“大神”。

差不多每周六，群里北京的校友都来东操场集

体跑一次。

坚持 15 年的长跑，使得衰老的速度变慢，

身体状况并没有随着逐渐老去而明显地变坏。

相反，某些方面比上班时还有了改善，血压，

血糖、骨密度、脂肪肝等都改善明显，体重减

轻近 10 公斤，原有的膝盖疼痛也消失了。

体育锻炼要讲科学，“因人而异，循序渐

进，偏于积极，持之以恒”，这 16 字是我遵循

的基本原则。“偏于积极”主要是对老年人说的，

不能只是讲这个不能吃，那个有害健康，只能走，

不能跑，膝盖省着用，而是要更多地讲积极锻炼，

强身健体。马约翰老师在我们 1958 年新生入学

时，在西大饭厅的舞台上，向左右用力挥拳，

对我们大声疾呼：“要动！要动！”他那充沛

的精力，健硕的形象，洪亮的声音，至今仍活

跃在我们的脑际。

持之以恒也颇为重要。要坚持，没有坚持

就不会有成功，成功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

努力之中。长跑的效果是三五年，十年才可以

显现的。前几年，早晨有雨，我也要在西操场

体育馆看台下廊子里跑小圈。逐渐地，坚持跑

步就变成了习惯，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清晨五点多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向校

园，跑上操场。饭可以少吃一顿，晨练不能少。

我劝年轻朋友，身体健康这件事要早抓，

免得将来悔之晚矣！年岁大的朋友们，要积极

地动起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让我们共同来发扬光大清华优良传统，努

力达到蒋校长“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要求，

记得马老师的声音时时在你耳边回响：要动！

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