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炜夫妇在走访其在上海的姐姐后，来看望

我，隔日我去浦东台儿庄路其子工作的

宿舍回访。越二年，长江苏通大桥通车，

我由女婿驾车女儿陪同到南通他家探访。

两个耄耋老人70余年的友情启叙。当日中

午，楫兄和他女、媳、孙等同赴附近餐馆

聚宴。他赠我他翻译的短篇小说精选集和

英文背诵文选。回沪时我同女儿等参观了

张骞纪念馆。这是我同挚友王楫兄的最后

聚首。

祝愿他在彼岸安息，同静涵嫂欢聚。

2017 年11月7日于上海

平凡人生献给清华教学管理事业

——致敬我的母亲郑晏

○黄 培

2018年5月10日，94岁高龄的母亲突

然离开我们去天堂与父亲相聚去了。堂前

慈母在，孩儿不觉寒。母亲得以高寿使我

在花甲之年还能享受母爱，受到许多亲朋

好友的羡慕。

母亲郑晏，1923年生人，祖籍福建长

乐，出生于书香世家。她的祖父郑叔忱是

清光绪十六（公元1890年）年进士，授庶

吉士，曾长期供职于清代翰林院，后任京

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教务长。她

的祖母陆嘉坤曾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子学堂

总教习。她的父亲郑天挺为我国当代著名

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历任北京大学、西南

联合大学、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副校

长和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历史组组长。

母亲在清华大学工作将近50年，除那场运

动高等教育停办几年外，一直在教务处从

事教学管理，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认认真真，人称清华教务工作的“活字

典”，深受全校师生和学校领导的尊敬和

爱戴。

母亲解放前夕毕业于辅仁大学，当年

参加人民政府举办的华北大学毕业生培训

班学习，分配到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工

作。那时父亲在清华大学土木系教书，姐

姐和我尚年幼，考虑到我们家的实际困

难，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教授亲自出面，

要求学校将母亲从劳动部调入清华大学。

母亲有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经历，有公

共服务管理经验和社会管理经验，为了进

一步提高学校的教学管理水平，学校领导

把她安排在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工作，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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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年末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刚刚

结束，清华由综合性大学调整为工科性大

学，学校工作重点是将过去沿袭欧美国家

的旧教育体制，逐步改为苏联五年制的新

教育体制，教学管理工作成为学校最重要

的工作之一。与此同时，为配合新中国大

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到来，国家

开始有计划地培养又红又专的各类工科人

才，编制和修订新教学计划成为学校组织

教学过程的首要环节。蒋南翔校长亲自挂

帅，母亲承担了大量教学研究工作，并参

与了教育部组织的考核教师工作量和管理

教学计划等多项教育改革工作。

母亲在劳动部从事的是就业安置工

作，在清华从事的是教学管理工作，放

弃熟悉的社会学专业改行从事教学管理工

作，领导担心她有想法，而母亲毫无怨言

地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行，一切

从零开始，认真学习各项教育方针和教务

政策，虚心向老同志请教，刻苦钻研专业

知识，遇到问题善于动脑，很快就将教务

管理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做得又快又好。邢

家鲤担任教务处长以后，不但严格管理，

还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职员不仅做好

本职工作，还能够完成其他科室的工作，

相互协作，大兵团作战”。在这种高标

准、严要求下，母亲逐步成长为“一专多

能”的教务行家里手。一位曾在蒋南翔时

期担任过领导干部的老同志告诉我：“当

年在清华众多职员中，被蒋南翔校长尊称

为‘先生’的职员只有四人，郑晏便在其

中。”这是校领导对母亲的尊重和对她工

作的肯定。

上世纪50年代，清华职员中母亲的文

化程度属于高的，她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善

于用脑筋思考问题，工作中坚持从大处着

眼，小处着手，认真做好工作细节和工作

程序的分解，包括遇到疑难问题怎么解

决，这种工作方法在那个年代是少见的，

所以领导喜欢把最困难、最艰巨、最有开

拓、最有挑战的工作交给她完成。从1963
年起，清华拟在全校专业课中推广“英语

授课”的教学实验活动，母亲从到堂听

课、课后征求学生意见、组织旁听教师开

座谈会、向授课教师反馈意见、向广大教

师推广英语授课经验等一系列工作，使清

华“英语授课”的教学活动走在全国教育

改革的前列。

教务工作繁琐而庞杂，面对大量事务

性的工作，母亲除了任劳任怨和踏实肯干

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杂而不烦，忙

而不拖，效率高，无差错”。这四项工作

要求使母亲工作效率特别高，教务处同

事形容母亲工作时的状态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各项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

学校行政机关多次请母亲介绍工作经验，

母亲总结为“六多”，即多听、多看、多

学、多跑、多说、多动脑筋，这些经验得

到广泛的推广。由于母亲业绩突出，“文

抗战胜利后，郑晏（左 2）与父亲郑天挺

及弟弟在卢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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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前17年多次被评为学校的先进工作

者，成为清华大学教职工中职员代表的佼

佼者。

母亲的命运与清华大学的命运休戚相

关。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清华成为

“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单

位，教学和科研等工作秩序受到严重的破

坏。在全国“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清华

有上千人受到工宣队“人人排队、层层摸

底”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的更大灾难

是：3000多名教职工被送到血吸虫的重灾

区——江西鲤鱼洲的试验农场接受“再教

育”，实行奴化式的劳动改造。母亲也在

其中，不久还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

判，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折磨。在蒙受

不白之冤长达两年半的屈辱岁月里，母亲

以“历史一定会还自己一个清白”的坚强

信念和坚定意志，捱过了艰难时刻。随着

国家政治大环境的改变，工宣队向母亲宣

布“查无实据”，分配到校医院担任总务

和会计工作。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清华大学拨

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重心从“阶级斗

争”转移到教学和科研的建设

之中。为了尽快恢复被破坏的

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时

任校长刘达亲自签署调令把母

亲调回教务处。从此母亲放弃

了在清华校医院很有起色的总

会计工作，甘心回到教务处重

新当了一名普通职员。重返她

所钟爱的教学管理岗位，母亲

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由于她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扎实细

致的工作作风，孜孜不倦的工

作精神，不久又被清华大学树

立为学习的榜样。

上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提出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逐步恢复了理科、经

济、管理和文科类等学科，全面进入了蓬

勃发展的新阶段，许多大学到清华学习先

进的教学、教改经验，全国高教系统也经

常在清华组织召开教研经验交流会，介

绍先进经验和组织会务工作的任务总是落

在母亲身上。那时母亲已近退休年龄，还

像年轻人一样经常加班加点，甚至一些小

事，诸如外地客人想买什么北京土特产，

她都一一记在心上，能办到的尽量办到、

办好，这在国家商品供应极度匮乏的年代

是非常不容易的，受到全国高校同仁们的

一致好评。

“眼里有活”是母亲工作几十年的特

点，她经常是哪里忙就出现在哪里，哪项

工作没人做，她就主动承担。她看到教务

处领导工作忙，没有时间按时向学校上报

每周《信息通报》，就主动向处长申请

承担了这项任务。每年她捕捉到的教学信

息总是排在全校信息量的首位，被学校领

导采纳的也最多，有时上午报送的信息，

1968 年左右，郑晏老师全家留影。左起：郑晏、大女

儿黄坤、儿子黄圻、丈夫黄熊，二女儿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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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学校领导开会就引用了，极有参考价

值。如《信息通报》出刊200期的时候，

她报送的159条信息被学校选用149条，选

用率达到93%；出刊300期的时候，她被

评为优秀信息员，在全校信息员大会上

介绍经验。母亲爱岗敬业的精神多次受

到时任清华党委书记方惠坚的表扬，被

评为全校的先进工作者，在全校大会上

介绍经验，模范事迹刊登在校刊和学校

宣传栏的显著位置，成为全校教职工学

习的榜样。

母亲退休后老骥伏枥，作为教学管理

专家继续在教务处工作，返聘时间长达15
年。她记忆力极好，全校各院系、各专业

1000多门公共课程以及各门课之间的关系

全记在脑子里。理工科课程编排讲究科

学性与关联性，知识点的讲授必须循序渐

进，哪门课应该先讲，哪门课应该后讲，

不能出现差错。那时清华为追赶国际教育

的发展趋势新增了多门新型学科的课程，

母亲为使编制的教学计划科学合理，亲自

到教学一线去听课，教师及教务人员均评

价说“郑晏编制的教学计划总是清清楚

楚，从没有出过差错”。随着计算机应用

技术的飞速发展，清华大学教学课程安排

由人工改为计算机，在程序员编写程序之

前，母亲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传授给

他，之后计算机编排的教学安排表格与母

亲人工排出来的表格完全相同，这个结果

让年轻同事赞叹不已，说母亲的脑子堪比

计算机。

母亲直到75岁才告老还家，曾被学校

授予“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的称号。几年

前一个春节，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特地

到家里拜年并慰问母亲，赠送了慰问品和

大花篮，感谢母亲为清华教育事业发展做

出的突出贡献，感谢母亲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的不平凡成绩。2018年春节前夕，中

国民主建国会海淀区支部和清华支部的领

导共同慰问了母亲，他们说：经中央民建

档案查询，母亲是目前全国年龄最大、入

党最早的民建党员。母亲几十年来坚持爱

国主义，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将平凡人生献给祖国教育事业的事迹

令大家敬佩。

母亲一生心胸豁达、淡薄名利、默默

奉献。她在清华工作了一辈子，获得过无

数次表彰和奖励，但行政职务始终为职

员，连科长都没晋升过。同事们为此打抱

不平，认为凭着母亲的文化程度、思想觉

悟、工作能力和突出业绩，早该晋升职务

了。我也曾问过母亲为什么不申请个高级

职称，她认为自己条件不够，而且认为提

拔干部和评定职称是领导考虑的事情，自

己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为学校教务工

作做出更大的成绩。前几年我翻出母亲在

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发言，

最后一段话令我特别感动，她是这样写

的：“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为党的教育

管理工作贡献我的一生，为教学一线的工

作铺路搭桥，很幸福，也很光荣。我干了

一辈子职员，没有任何‘长’字头衔，只

要工作有成绩，我就心满意足了，为党的

教育事业奋斗一生是我的理想。”

母亲与许多清华老知识分子一样，尽

管受过“文革”磨难，但是从未动摇对

党的信念，满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事业

的执着，为祖国、为教育努力工作，不

求名，不求利，默默奉献，不求索取，

这就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

和奉献精神。

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