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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学校原副总务

长裴全同志处得到一张老照片，上面有我

爷爷陈仲芳，惊喜之中激发了我对老人

家的思念，更引发了我的探究,现记录下

来。

裴全对我说，这张照片是他父亲裴德

润保存下来的。抗战爆发后，照片中的大

多数因清华南迁昆明都遣返回原籍了，裴

德润因水暖等方面技术好留在了清华。

有一天经过二校门附近，他遭到日本人搜

身，见身上有一块怀表，竟当众大声呵

斥、谩骂，并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裴德

润气愤至极，从此半身不遂一病不起，第

二年返回原籍河北正定养病，不久去世。

1946年抗战胜利后，裴德润儿子裴全

等几兄弟重返清华园。

这张照片是裴全的母亲

珍藏的，1951年裴全几

兄弟把母亲接来，这张

照片便带回了清华园。

对这张照片，裴全

是这样分析的：照片中

的人全部穿当年的“正

装”长袍马褂，可能

是因为一项较大工程完

工，工友们为表示庆

祝，才在二校门东的电

灯房门前（他们长期工

作和生活的地方）拍照

留念。当时这个地方既

兼顾着发电、供电，也

从一张 30 年代清华工友合影说起

○陈书祥

兼顾着供暖的双重功能。时间段肯定在

1930年之后，以照片中那个小孩比1930
年出生的裴全大三四岁做参照，应该在

1933—1934年。

据清华史科记载，自1931年梅贻琦任

清华校长以来，相继建起生物馆、气象

台、化学馆、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

水利实验馆等。而机械工程馆正好是这一

系列工程中几乎是最后完工的，且又在电

灯房旁边，外观颜色完全一致，最东边外

墙与电灯房相通，馆一层最东边一间还是

电灯房的休息室。我1951年进清华时，还

与一位工友的儿子一起住过这里。

1951年爷爷把我领进清华园，第一

个落脚点是西体锅炉房。位置就在马约

珍藏之窗

30年代清华工友合影。前排左起：裴德润、杜军及儿子、老张头、

汪玉峰、王殿奎、岳忠，二排左起：陈仲芳、李德江、冯德江、梁凤桐、

岳庆，三排左起：张德福、田 江、张玉祥、贾习贵、梁凤林、闫贵

仁、陈仲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