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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精神威力无边

○董鹏博（1968 届精仪）

毕业50周年就要到了，同学们开始商

量返校聚会的事。我翻检相册和诗文集，

勾起几段亲切回忆。

我高中毕业于1962年7月。在1958、
1959年教育“大跃进”大学扩招之后，后

继乏力，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工作失误，

国家财力不济，到1962年时只好大大压缩

招生规模。许多同学自感学习吃力，考学

无望，高二就提前离校，回乡务农。我家

贫困，在老师的鼓励下能坚持到毕业已属

不易。教导处方主任找了几个尖子生单独

谈话，辅导填表志愿：“你们要敢于报考

知名大学，为国争光，同时也就为母校增

了彩。”至今，高中母校的校史展上还有

我的照片和简介。

我按平时学习兴趣和动手能力强的特

长，选择了清华大学精密仪器及机制专业

2018 年校庆期间，董鹏博学长（左 2）与

同学在北京人定湖公园游览

作为第一志愿，其余志愿填报了本省和西

北地区名校。最后竟然被清华录取，大喜

过望。

第一次出远门，而且是奔向首都，心

情无比激动，一路上看着窗外祖国山河各

地景色兴奋不已。西安开出的直达快车到

达北京站时晚点，但夜间仍有清华接站人

员等候，使人生地疏的乡下娃顿感温暖亲

切，这个学校真好哇！因校车上人少当晚

不回学校，我们在车上坐宿一晚。还趁机

去看了天安门广场的夜景，瞻仰了向往以

久的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

碑等。

新生统一入住在13号楼，有专人把信

件送到各宿舍。到二年级时搬到7号楼，

信件是分到各班书报箱自取。我们制82班
报到30人，有三位同学调入其他热门专

业，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调什么专业？剩

下27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见多识广，多

才多艺，显出我的土气和不足。震惊之

余，决定努力向他们学习，补己之不足。

农村学生眼界窄，基础差，但若能刻苦踏

实学习，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成绩就提高得很快了。   
学习好的同学从不盛气凌人，大家都

诚恳相待，相处融洽。一名中学入党的同

学和班干部以身作则，在班主任老师和

政治辅导员具体帮助下，班级内很快形

成了温馨和谐、意气风发、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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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 9 月，制 82 班在天安门广场的毕业照

热心公益的班风。例如，发现食堂门前

低洼积水，行走不便，同学们就利用课

余时间，掀开地面砖用沙土垫高后，重

新铺好，解决了问题。分管学生工作的

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深入本班座谈调

研，给予谆谆教导，开拓了我们的思想

境界。二三年级时，我们班连续两届当

选学校“四好班”。

我作为本班的第一名新党员，和文革

前的团支书，在当年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下，发展了许多“高出身”的同学入团，

我认为，他们都是各高中的尖子生，高考

前已经政审，即使真有家庭“烙印”，也

未必全是坏影响。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

群众组织，应该把更多青年吸收到组织

中来，进行培养教育，总比游离于组织

外要好。因此全班最后仅剩一名非党团

员，该同学因家庭包袱尚未申请入团。

我也不急于动员他，让他在党团员言行

和班风熏陶感染下自己提出申请。由于

“社教”、文革打断，我班未能实现“共

青团班”。

四年级组织到怀柔农村去搞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春节社教队员返校时我也

留守在村中，累计离校一

年半，情况不明，糊糊涂

涂地卷入文革，当了保守

派。彷徨之中与几个同学

乘车加步行，到广州、桂

林、重庆、成都、咸阳、

延安等地串联，开眼界，

长见识。

两派严重对立时无力

回天，又与几个同学到永

定河治理工程和机修工厂

等处劳动，帮学校附近农

村插秧，到河北、山西步行串联，奔向延

安。接中央通知后返校。

即使文革中学校两派势不两立，甚至

动武死伤，班内同学们照旧团结友爱、互

相关心、互相帮助。只可惜中断了学业，

误了专业课学习、课程实习、毕业设计、

论文答辩等重要环节，更不了解国外机制

工艺与设备专业发展。

入学时是六年制，根据“学制要缩

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段知识分子统治

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最高

指示，改为五年半学制。本该在1968年
2月毕业分配，因文革耽误，与7字班挤

在一起于9月才分配。按“四个面向（边

疆、农村、基层、企业）”的指示，我

们多被分配到偏远县份的机械厂，边疆

企业或去农场劳动。有的地方竟然说他

们本不需要，是为国家分担困难才要的

我们。名校毕业生落得如此境地，始料

未及。

毕业多年后，大家千方百计取得了一

些联系，到毕业三十周年返校，才互通情

况，建立了通讯录。后来创造条件，举行

了多次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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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被分配到化工部地处青海的化

工厂，但被认为边疆企业仍不够艰苦，得

按“五七指示”去军垦农场劳动锻炼。这

样，清华分到化工部各直属单位的一百多

人，从清华大学直接到了位于安徽霍丘城

西湖的农场。

这里本是淮河分洪区，湖底平坦如

盘，围埝抽干水可用机器耕作。学生的任

务是完成一些必须的体力劳动，如开边，

补种边角地，排涝除滓等。霍丘是个农业

县，淮上的人家本来就艰苦，蓄洪区常

被水淹更为穷苦。一下子增加了几万军人

和学生，根本无蔬菜可供。只能自己在外

地采购用船运回来，既不新鲜，又会被食

不果腹的当地人哄抢，因此吃菜成了大问

题。

初期由军队派来司务长和炊事班长办

伙食，仅用土豆和咸菜佐餐，缺乏维生

素，致使许多同学患阴囊炎，奇痒难耐又

难于启齿。女生中有几人发作过抽风，手

脚痉挛，痛苦万状，目不忍睹，病因始终

不明。

我所在的学三连驻守高台子，与部队

的四连为邻。全连133人几乎全部为清华

毕业生。大家自己动手和泥垒墙，用茅草

盖房。我接任了司务长，朱昌桢接任上

士，面对重重困难，我们分析了主要矛

盾，集中解决菜荒。我们发动大家从全国

各地故乡采购菜种，自己动手开菜田，施

农家肥。在大家精心伺弄下，蔬菜长势良

好，花色品种多样，很快便自给有余了。

我和钟存仁冒雨挑回百余只鹅雏，由女同

学放养，鹅吃野草无需饲料，肥大而全是

瘦肉。剩菜剩饭加谷糠则用来自己养猪。

同学们自办伙食，集全国各地的厨艺于一

堂，轮流值班还暗自较劲，都想露一手，

不断创新增加花色品种。我们自制豆腐，

生豆芽，包棕子，炸油条，擀肉丝面，农

1969 年 10 月，在 6548 部队农场锻炼大学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在军

台子大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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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送饭到田间，病号单做手擀面。蔬菜副

食的改善又节约了粮食，因此吃饭从不限

量。单论伙食，我们已提前半个世纪达到

小康水平。我常想，清华人真是威力大，

不限于治学和育人。遇到其他困难，在自

强不息的清华人面前都迎刃而解。湖区

流行出血热，感染者无药可治，只能静

养观察，体弱者会全身出血而死。我们

在宿舍周围挖沟，用泥巴垒高房门，防

止感染媒介黑线鼠入内。平时少剩菜剩

饭，保护好食具，不让黑线鼠接触，因而

无人发病。

高台子远离集镇，加上纪律约束，同

学们很少外出，所需事情多由我们代办。

体力劳动费衣服，我就到当地商店采购免

票布匹，同学们自己裁剪手缝；有的同学

寄钱给外地亲友，我代办邮寄和信函；有

的同学余钱，我代办储蓄，为同学稍添收

入，公私两利；只要能为同学服务，我都

乐意。仅靠一根小扁担，步行肩挑手提，

清华人从来不畏难。

1969年小麦成熟未收之时，下大雨等

待分洪，全连搬往军台子，粮油饲料、书

籍等全部家当全靠体力搬运。高台子虽孤

悬湖中，但生活并不寂寞单调，同学们开

展篮排球比赛、唱歌、跳舞、说快板，演

京剧、话剧，摄影、作诗赋词、办板报，

丰富多彩，苦中作乐。

结束锻炼回单位时，我代表三连办理

交接，又把全部家当移交给四连，他们很

高兴。根据本人表现及原学专业，化工

部从各农场选调了19人到部机关作后备干

部，我是本连唯一的一个。

倏忽间，已过了半个世纪，今年同学

们商定返校相聚，真是一大快事！必定还

有好故事不断。

排律（新韵）·戊戌大聚会

○董陈华（1968 届工物）

五秩物八传雁鸿，六合①齐应百龙钟。
时惆旧照蒹葭②畔，笑认刘卿③共砚④容。
扫黛濛山舒鹤碧，闪眸融水傍鸥汀。
卯功申炼⑤风尘路，絮语相牵意难穷。
二教二门⑥掩坪蔓⑦，三楼三馆⑧觅痕踪。
书耕历历韶华度，群摄频频影框同。
喜看五洲桃李秀，更骄新代紫荆葱。
薄羁堪可穷究竟，厚德薪传沐蕙风。
囊罄犹赊荷叶酒，夜阑但卧管弦⑨宫。
荷塘襄举梨花宴⑩，月色一如人意浓。
穿燕杨花散南北，催人寸晷返西东。
隔屏再策来年聚，皓首能欺山万重。

2018年8月

注:

    ①  六合：天下，世界各地。

   ②  蒹葭：诗经“蒹葭苍苍”意为对远方亲友

的思念。

    ③  刘卿：工物系新系馆。

    ④  共砚：同学。

   ⑤  卯功申炼：当年我们早晨5、6点钟开始早

读；下午4、5点钟开始锻炼。

    ⑥  二门：二校门。

   ⑦  坪蔓：大礼堂前的草坪及二教、科学馆、

图书馆墙上的藤蔓。

    ⑧  三楼三馆：三楼指十三号楼，八号楼，五

号楼等当年物八同学的宿舍；三馆指图书馆，

科学馆，工物系馆等。三楼三馆泛指所有的楼

堂馆室。

    ⑨  管弦：喻京剧以及熟悉的旋律。物八有众

多的京剧爱好者，为搞好聚会演出他们大都提

前好几天来京昼夜排练。同时也演唱和朗诵了

自创的诗词歌曲。

   ⑩  梨花宴：物八百位（实到124人）白发古稀

（皆为70岁以上）老人的盛宴和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