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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所欲 不逾矩

○ 本刊记者  关娟

——访省长词人徐荣凯

徐荣凯

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生于

1942年2月，原籍重庆。

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

力机械系。 

历任四川东方汽轮机厂设

计科工程师、副科长，四

川东方电站成套设备公司

副总经理，四川省轻工业

厅副厅长、厅长，轻工业

部副部长，国务院研究室

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

长。2001年6月，任云南

省委副书记、代理

省长。2002年1

月当选为云南

省省长。2006

年10月至今

任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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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光一时的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

市学联主席，到戴着高帽游街、被泼墨的“黑帮

分子”；从满身污渍、钻车底的汽车修理工，到

屡受提拔、治理一方的省长；从动力机械系和汽

轮机厂培养出的技术型官员，到创作出亚运会会

歌《重逢》、《醉了·丽江》（获全国首届流行

歌曲创作大赛一等奖）等歌曲的多情词人，这些

跌宕起伏、转换多姿的人生轨迹，很难从徐荣凯

平静的笑容中读到。他高高的个子，瘦长的身

板，架一副无框眼镜，说话亲切自然，脸上始

终带着温和的笑。虽已年近七旬，依然精神矍

铄，谈吐自如，更像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给

人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感觉。岁月的历练和

过往的波折，似乎都已沉淀为他生命的背景。

在经历过种种后，他已看淡太多，反而能超脱出

来，过一种他想要的生活。现在的他，正处在生

命里的好时光。

“文革”前的最后一任清华学生会主席

1965年的夏天，北京格外热闹，第一届中日

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于8月24日在北京开始。时

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市学联主席的徐荣

凯代表北京市学生参加了活动。当年他参加的类

似活动还有很多，如全国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活

动等。他有时在主席台就坐，有时是作为学生代

表，对于这样的场合，时年23岁的徐荣凯早已习

惯。他从小学习好、表现优异，在成都七中读高

三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8岁考入清华后，一

直担任学生干部，在1965年学生会改选时，顺理

成章地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兼任当时的北京市

学联主席。

徐荣凯读大学的年代，正是蒋南翔担任校

长的时期。蒋南翔的很多教育理念，如“又

红又专”、“双肩挑”、“辅导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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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等，都深刻地改

变了当时的学生，徐荣凯更是深受影响。他担任

学生干部，后来成为辅导员，学制被延长，使得

1965年本来应回系里参加毕业设计的他，当上了

学生会主席。对于这个前社会阶段的学生工作，

徐荣凯把它当成一个“不可多得的专业”。“学

习任务很紧，社会工作负担也很重，如何处理两

者的关系，对人的锻炼很大”，“在很繁杂的事

务里，学会处理方方面面的事情”，“我提前进

行了社会实践，到工作岗位以后很快适应，能够

与各种人打交道。”在清华做学生工作培养的学

习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徐荣凯受益良多，使他学会了“拿得起，放得

下”，工作学习两不误，并长远影响到他日后的

工作。

生命之舟绝非一帆风顺，1966年的那个夏

天，改变了徐荣凯的人生航道。“文革”在清华

开始后，徐荣凯首当其冲被打倒，成为清华最年

轻的“黑帮分子”，戴上了伴随他人生十几年的

“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在造反派批斗当时的

学校领导蒋南翔、艾知生等人时，徐荣凯作为学

生干部陪斗，被戴上了高帽游街，时而还被人泼

墨。往日熟悉的同学不再理会，原来的打招呼变

成了“徐荣凯，你交代得怎么样？”的严词责

问……从原来风光无限的高峰跌落到谷底，这种

落差是24岁的徐荣凯很难承受的，“当时根本不

可能想到未来什么样，觉得自己这辈子能过上普

通人的日子就不错了。”

祸 兮 福 所 倚 ， 这 位 被

民间戏称为“末代皇帝”的

“文革”前清华大学最后一

届学生会主席，在不幸的经

历中得到锻炼，培养出“得

意 淡 然 ， 失 意 泰 然 ” 的 心

态，这“使你在顺利时能往

前走，遇到困难挫折等逆境

时，仍然有毅力去坚持”。

在学校培养出的各种能力，

以及这种心态为徐荣凯后来

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始终保

持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更使

他“三进清华”。继1960年

本科进入清华就读后，1983

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

济建设，经过单位选送，徐荣凯坐了通宵的硬

座火车去重庆考试，成功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工程系（后来的清华经管学院）所办的干部

研究生班，这个班类似于后来的工商管理硕士

（MBA）。1993年，担任轻工业部副部长、时年

51岁的徐荣凯，为了更好地充实自己，又考取了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技术经济专业博士，师从傅

家骥教授，通过苦读拿下学位，完成十几万字的

论文。

从风华正茂的少年，到崭露头角的壮年，

再到身居要职的官员，徐荣凯将自己的生命轨迹

与清华紧密联系在一起。清华园带给他知识和能

力，带给他荣耀与光环，也带给他人生丰富的五

味。某种程度上而言，清华包含的禀赋，如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又红又专等特点，

都在徐荣凯身上得到了深刻的印证和体现。

从工人到省长

1968年初，在经过一年多漫长的等待后，徐

荣凯与同班的7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位于四川

绵竹汉旺镇的东方汽轮机厂。彼时正是三线建设

时期，这是一场自1964年开始，中国在中西部地

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

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

设，大量的优秀人才涌入中西部地区。汉旺位于

四川盆地一角，由于地域偏远，条件非常艰苦，

“住在工棚里，白天是办公的地方，晚上打开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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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就是床，一下雨就漏水，外面都是稀泥。”徐

荣凯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形，留在记忆里的都是

阴沉的天气和潮湿的空气。“我们那时都是这

样，党需要上哪儿就去哪儿，哪里艰苦哪里最光

荣。”

物质上艰苦，精神上却轻松了。虽然还背

着“修正主义苗子”的负担，徐荣凯却认为自己

在工厂得到了新生，尤其在他反复学习《毛泽东

选集》后，发现自己的问题是“缺少无产阶级感

情”，做工人正可以很好地学习。“那时候没有

抱怨，觉得亲自参加建厂，一砖一瓦从我们手上

垒起，报效祖国，感到光荣而自豪，就想一辈子

待在那儿。”为了不荒废自己的专业，徐荣凯主

动要求去做跟工科有关的汽车修理工，每天趴在

地上、钻到车底，从修车中抓住一点专业技能的

影子。当时偷偷怀有的最大梦想，就是做厂里的

总工程师。春去秋来，徐荣凯在工厂的运输科干

了10年，当了汽车修理所的副所长、汽车队的副

队长，他骄傲地说，“1973年就拿到了驾证，是

老资格的驾驶员了”！他把16年的宝贵时光都献

给了东方汽轮机厂。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知识分子的

春天到来，徐荣凯回到工厂设计科，由此开始了

自己的发展之路：1982年，当了设计科副科长，

1983年，考入清华经济管理工程系干研班，学习

经济理论和管理知识；1984年，被任命为四川

东方电站成套设备公司（后来的东方电气集团）

副总经理；1985年，调任四川省轻工业厅任主持

工作的副厅长，一年后成为厅长；1991年，调入

北京，担任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1995年，进入

国务院研究室担任副主任；1998年成为国务院副

秘书长；2001年6月调云南任省委副书记、代省

长，2002年初，当选为云南省省长。从科长到部

长，他用了9年时间，而从工人到省长，他用了

34年时间。人生前半段被耽误的时光，在后半段

似乎得到了加倍补偿。

回顾自己的从政之路，徐荣凯认为很多工作

都是“突跳的”。比如一直做技术、从事重工业

的他，在刚当了公司副总经理一年后，突然被调

到四川省轻工业厅，去从事并不熟悉的轻工业工

作；1995年去国务院研究室，从事的是政策研究

的工作，需要从零开始；1998年当国务院副秘书

长，在核心部门工作，面临新的挑战；2002年

当云南省长时，正是云南经济下滑、社会矛盾很

多的时期，要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面对陌生的

行业领域和工作岗位，徐荣凯用来应万变的“不

变”，就是他在清华锻炼出的学习能力、适应能

力和协调能力。有了这些在学校里练就的利器，

使他能比较快的适应新环境、解决新问题，从而

在变动的新岗位上做出新的成绩。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

自2001年任云南省代省长起，徐荣凯就对

云南投入了不一样的情感，2002年正式担任省长

后，他开始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实践自己的许多

理念。在尽快促使经济较快较好增长的同时，他

将重点更多放在教育、文化、卫生等关系民生的

事情上，放在生态环境和加强民族团结上。在省

政府工作报告里确定每年为老百姓做10件实事，

主要包括：

制定发展云南省义务教育的“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师水平，改造校舍、

危房，实现了每年至少80万平米的改造任务。

采取“奖优免补”的政策推进计划生育工作

转型。云南山多地少，生产条件差，农村贫困人

口多。传统的生育观念使每年的出生率很高、人

口增长很快。云南率先采取奖励的办法，通过对

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村家庭进行奖励、发放养老费

1995年徐荣凯（右）获博士学位后与导师傅家骥教授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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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套政策，使计划生育成为老百姓自发的行为

和意识，成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转变思想理念和

工作方针的典型，他本人因此获得了“中华人口

奖”。

注意保护云南的自然环境。发源于青藏高

原的怒江、澜沧江（湄公河上游）和金沙江（长

江上游）这三条大江都汇聚于云南，作为三江上

游，云南省预防水质污染的任务很重。云南还有

九大高原湖泊，一旦污染很难恢复，滇池就是一

个例子。徐荣凯挑头担起九大高原湖泊治理的任

务，自告奋勇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滇池污染治理

得到推进，洱海保护取得积极成效。位于玉溪的

抚仙湖，蓄水量近200亿立方，平均水深87米，

面临严重的污染威胁。采取了重大保护措施后，

抚仙湖的一类水质得到了保障。

注重保护和开发云南的民族文化资源，积

极发展旅游。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15个世居

民族，民族文化很丰富。在侧重保护的同时，弘

扬民族文化，发展旅游产业，促进云南经济发展

和百姓收入提高，进而保护当地生态。徐荣凯到

丽江几十次，每次去第一件事就是看水是不是清

亮。当地的干部都摸到了他的脾气，格外重视水

质保护。丽江今天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

地，民族舞蹈《丽水金沙》、《印象丽江》等，

都是当地老百姓来演，表现当地的文化。

徐荣凯推崇的从政原则是“政声人去后，民

意闲谈时”。他认为工作业绩不在台上，不在别

人的当面评价中。老百姓底下的议论才是真正的

民意，离开岗位后别人的评价才是真正的评价。

所以做政府工作，要有如履薄冰的意识，要做对

老百姓真正有利的事，决不要图虚名、做虚事。

离开省长岗位后，用徐荣凯的话来说，“我现在

的朋友比过去更多了”。

天空任翱翔

2006年，徐荣凯卸任云南省长，在辞别的

一次聚会上，也许是七彩云南瑰丽的风景，也许

是少数民族精彩的歌舞，激发了他从年少时就埋

藏的诗情，他兴致勃发，写了一首名为《我的依

恋，我的爱》的诗，以此告别他喜爱的云南。他

朗诵完后，对云南的深情让大家动情落泪。在经

由弟弟徐荣旋谱曲后，一首婉转多情的歌诞生

了，这首歌也开启了徐荣凯的作词人生。

这朵开于2006年的花，种子却早已种在40

多年前。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徐荣凯就热爱文

学，读起小说、戏剧、诗词来爱不释手。这个少

年喜欢格律严谨的古体诗，但更爱语言自然、思

想奔放的自由诗，对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普希

金、马雅科夫斯基尤为推崇。虽然后来的成长条

件没有提供土壤，但这颗热爱诗词的种子从未夭

折，一旦条件成熟，得到阳光雨露的滋养，就开

始茁壮成长，绽放出自己的美丽。

这时的徐荣凯，已过耳顺之年，人生阅历丰

富，情感积累深厚，开始摆脱外在的束缚，追求

心灵的表达。他想用歌词写下自己的人生感悟、

情感体验，对事物的认识，对云南的爱，对母校

的情，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从2006年起，他陆续

创作了《长街宴》、《茶马古道》、《我们住在

同一个村庄》、《不再遥远》、《柔软时光》、

《微笑》、《泸沽情思》、《活得要安逸》、

《打跳丽江》等几十首作品，与万里、捞仔、徐

荣旋等知名音乐人及孙楠、毛阿敏、谭晶、廖昌

永、沙宝亮、汤灿等著名歌唱演员及一批年轻歌

手合作，演绎了丰富多样的情感。在2010年广

州亚运会的会歌中、在央视春节晚会的独唱中、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优秀歌曲中、2010年上海

世博会以及电视剧中，都可以听到他创作的歌

词。

他的创作讲求随心随意，讲求热爱和兴趣，

他的灵感来自生活，朴实自然，但饱含着深情。

2008年汶川地震时，位于汉旺的东方汽轮机厂

损失惨重，几乎被夷为平地，他当年所住的房子

与受灾严重的东汽中学只一条小河沟之隔。当他

回到自己奉献了16年青春年华的故地时，面对满

目疮痍，悲伤不已，落泪不止，写了一首诗——

《升起明天的太阳》，以缅怀受灾的人们，这首

诗被广为转载。清华百年校庆之际，他为校友创

作了《我要回家》（徐荣旋作曲），针对自己怀

念的学校的事物来写，从在树底下背外语单词、

图书馆抢位子、同学们荒岛谈恋爱、清华园的特

色建筑等日常学校生活中升华出情感和艺术。

他的创作同样讲求方法，工科的教育背景

锻炼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清华人做事认真、追

求完美的风格成为他的品质，自从开始创作，他

就注意学习民间歌、舞，注意向作曲、作词家学

习。他还有意识地去多看、多学当下的歌曲风

格，民谣的、摇滚的，包括周杰伦的歌词，他都

会关注。他还会看网络小说，关注时下流行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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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并自觉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如为清华百年

校庆创作的歌《与你同在》（万里作曲）中，

“荷塘的小路上我们分享月色/百年的长路留下

你我的经过”，“水木清华，擦肩的记忆将彼此

铭刻/清华学堂，握

一缕阳光写新的传

说”词句让人感到

清新。百年校庆拍

摄的电视剧《天行

健》把这首歌作为

主题曲。

创作专辑《我

的依恋，我的爱》

的封面，是一位艺

术家朋友罗旭为他

作 的 画 。 素 描 风

格，一辆长着腿和

翅 膀 的 汽 车 顶 篷

上，自在地坐着一

个人，上有小鸟飞

过，似在天空飞翔。朋友向他解释，你从做官时

的汽车里走出来，走向一个更广的天空，拥有了

更多的力量，可以自在翱翔。他很喜欢这幅画的

寓意，感觉自己视野更开阔，更快更自由了。在

歌词创作这条路上，徐荣凯也许找到了自己真正

想要的。如果说年少时的学习和后来的工作都是

被安排、被调动的，这次则是他主动的选择。这

种选择激发了他生命的热情，使他焕发青春的光

彩，心态重回少年，开始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

生活。顺心而为，

自然合法，生命渐

达自由的境界。

在 广 州 亚 运

会会歌颁布的晚会

上，主持人要徐荣

凯发表获奖感言。

徐荣凯讲道：“我

真的没有想到，在

迟暮之年，能上领

奖台领奖，特别是

领取亚运会这样重

大国际盛会的会歌

奖。我曾经扮演过

颁奖者的角色，领

奖和颁奖，还是领

奖的感觉好，要好得多。我会继续努力。”

一个一直从事行政管理、学理工的人，一

转身，成为一名歌曲词作者，这是谁都没有想到

的。然而，这就是徐荣凯。但他始终说，在作词

上，“我只是个业余小兵”。

链接

唱片封面

我要回家

徐荣凯 词  徐荣旋 曲

 5 3  6  5  5   6 3 3  2  1  1   0 3  2  1  1  6    5 3  2  1  2 -   

1.  常常 想 起，     落香的 树 底，         琅 琅 的 书 声，  飞进 闻 亭 里。    

2.  常常 想 起，     漫   步 青 草 地，  荷塘淡 淡  月 光，  牵手梦中的  你。  

3

3

3

（2  1） （231）

5 3  6  5  5   6 3 3  2  1  1   0 3  2  1  1  6    6  0 6 6  2  6  7  

常常 想 起，     灯下的 自 习，        曾 经  的 桌 椅，          今天 谁 的 背

常常 想 起，     礼堂的 穹 顶，       悠悠百  年 岁 月，          四季 情      依

3

5 - - 3 5   3 3  3 - 0 1 2 3 7 7  5 6  6 - 0 6  1 6  2 2  

影？      我要      回家，         我是  清华的  儿女，           我 要     回家，

依。

3

3

3

2  0 6 6  2  6  7   5 - - 3 5   3  3  3 - 0 1 2   3 7 7  5  6  6 -  

3 3  3 - 0 1 2   3 7 7  5 6  6 -   0 6  1 6  2  2   2  0 6 6  2  6  7  

5 - - 3 5   3  3  3 - 0 1 2   3 7 7  5  6  6 -   0 6  1 6  2  2  

2  0 6 6  7  5    2  3 - -    1 - - -   1 - - o  

0 6  1 6  2  2   2  0 6 6  7  5  2 1   1 - - -   1 - - 3 5  

       无论 走 到 哪    里。  我要    回  家，       我是      清华的  儿  女，

回家，      我是      清华的 儿女，           我 要    回  家，        无论  走 到 哪

里。  我要     回  家，        我是       清华的  儿    女，             我  要     回  家，

          无 论   走  到        哪                         里。

   我  要     回  家，                无论  走 到 哪         里。               里。   我要

1.

眷恋、深情地

渐慢 自由地

2.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