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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清华情结

○叶  力（1993 级建筑）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间离

开清华已经二十年了。1993年秋天，我考

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清华正式结缘并

结下了深厚的情结：温馨浓郁，历久弥

新。清华这位曾经教我育我并不断激励我

前进的良师益友，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牵

挂,正如朱镕基学长所言：“水木清华，

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

我的清华情结，最早可以追溯到我的

小学时期。上小学二年级时，一次放学回

家和父亲聊天，父亲提到了清华大学。他

说：“清华大学是我国最好的大学，你将

来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就行（成功）

了。”我当时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架

势：“那有什么,只要我认真学习不就行（可

以）了吗？”经过刻苦努力，最终如愿以

偿。清华宛若一位慈祥的母亲、一位亲密的

朋友、一位可敬的长者，始终如一地关心、

陪伴并激励着我克服困难，不断进步。

刚进入清华时，由于来自偏远的农

村，家里经济条件较差，我在生活上很拮

据，是清华的师生主动关心并帮助了我。

小，仅说纪录片，广东卫视于2008—2016 年
五度拍摄以丹飞为传主的《有一种青春叫丹

飞》等五部纪录片，获2008—2009 年度中

国纪录片十优、第四届欧洲电影节中国银

幕特别奖·导演奖等奖项，第十六届中日

韩电视制作者论坛观摩纪录片，广电总局

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重点纪录片、动画

片展播宣传工作的通知》多省市卫视轮

播，进入中宣部中华之美传播计划，翻译

为土耳其语在一带一路传播。

作为我“文创”之路的预演，我大二

不听赵立生老师“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的告诫，执意写了一首诗歌《抱紧这五千

年的记忆》，意外成了唯一的受奖诗歌，

并获得两个证书一笔奖金一笔奖学金。在

重回清华读书之前出版了以这首诗开篇的

第一部诗集《五月的流响》，原党委副书

记胡显章老师题词“心之歌，灵之翔，生

命之舞”；我在吉林省防汛办时的水利厅

副厅长，后任吉林省人大副主任、总工会

主席的包秦先生特赋七律两首，点赞我的

诗是“爱国忧民沥血词”。同样出身于水

利系的清华中文系复系系主任、著名的编

剧和专治“中西文学会通史”的徐葆耕老师

交给我一项“课题”，由我独立编选一册文

集，作为清华九十年校庆的献礼书，这就是

后来的《清华九十年美文选》。

弹指二十年，站在青春后期的27个我

们，不再是二十年前那27 个少年，也仍

然是二十年前那27 个少年。因为不管经

历了怎样的人生锻打，我们初心不改，痴

心依旧，践行行胜于言，未忘自强不息，

躬行厚德载物，保持自由思想，显扬独立

精神，我们的起点是清华。兜兜转转，曾

少年，仍少年，将少年。为祖国健康工作

五十年，路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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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主动帮我申请了助学

贷款和特困生补贴，班主任为我张罗了自

行车和学习用品，班长帮我减免班费并在

日常生活上给予帮助，其他同学也都纷纷

向我伸出了友爱之手。

在清华学习的五年，是和同学们相处

融洽、生活愉悦的五年，大家在各个方面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入学后，来自五湖

四海的同学们由互不了解到融为一体，整

个过程是那样的自然和亲切。记得入学当

年国庆节的某一天，班主任组织全班同学

去圆明园参观游玩，大家欢声笑语，其乐

融融，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暖暖的，备感亲

切。在清华的第一个新年，班级同学欢聚

一堂，作为班级的文娱委员，我和班委共

同策划并组织了迎新年联欢会。

清华五年的学习与生活，让我受益匪

浅。当时为我们授业解惑的诸位先生都是

那样的学识渊博、可亲可敬。他们无论为

学为人，均为吾辈楷模。同学们之间也相

互激励、互相帮助。记得大家经常在专教

画图，研究问题，有时会因为一个问题有

分歧争论得面红耳赤。这种为追求是非对

错而一丝不苟的精神十分可贵。大四上学

期，我开始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和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参加业务实践活动，先

后参与了呼家楼改造设计、住总大厦工程

设计、清华教师住宅区规划与设计、山西

省阳泉市城市1998－2020年总体规划（毕

业设计）等实际工程设计工作。从现场踏

勘与调研到方案设计与修改，理论联系实

际，学到了很多实践经验，为日后参加工

作打下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除了认真学习之外，我还积极参加清

华为同学们提供的社团与社会实践活动。

入学后，源于对音乐的喜爱，我报名考入

了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民乐队。在民乐队

的五年，是我与音乐艺术亲密接触的五

年，陶冶了情操，丰富了生活，提高了素

养。音乐与学习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大

学期间，我还在院团委任学生自律委员会

委员，为清华大学学生治安队队员，清华

大学学生马克思理论与研究协会会员，清

华大学学生健美与健美操协会会员。同时

积极参加清华为学生安排的勤工俭学等活

动，既服务了师生，又补贴了部分学习与

生活费用。

1998年，我为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设

计的团徽和标志方案荣获设计竞赛一等

奖。出于对团徽制作工艺上的简洁及标志

印刷的方便等考虑，竞赛组委会在征求

了我的意见后对原设计方案进行了修改并

予以采纳。那时，为艺术团设计团徽和标

志对于我来说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尽管当时毕业设计任务很繁重，我还是抽

出时间，郑重地研究了清华风物等相关资

料，进行了认真构思，向竞赛组委会提交

了十个方案构思，并分别给予设计说明。

2018 年校庆，建 31 班同学返校庆祝毕业

20 周年，同学们在礼堂前合影。后排左 2为作

者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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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方案以清华大学校色为主要色彩，以

紫色为徽章底色，以清华大学标志物警世

钟为背景，前景为色彩绚丽的繁体“艺”

字，寓意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丰富多彩的

艺术生活和绚烂瑰丽的发展前景。

清华五年的学习与生活，成就了我与

清华的浓厚情结。这一情结在我步入社会

参加工作后，继续不断地温暖我、鼓励

我、督促我勤勉不辍，不断完善并超越自

我。我时刻提醒自己身为清华人，要做优

秀的清华人。

1998年8月，我到鞍山市建委规划审

批处参加工作。按照组织上的安排，我

先后在鞍山市城乡规划设计院、鞍山市建

筑设计研究院、鞍山市建委综合协调处等

单位和部门，作为主要工程设计人或合作

设计人，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实际工程技

术设计实践工作。参与的实际工程设计有

鞍山市烈士山公园改造规划、鞍山市人民

公园规划设计、鞍山市后峪住宅小区规划

与建筑设计、鞍山市殡仪服务中心规划及

改造、鞍山市1999年城市亮化工程设计与

管理、鞍山市达道湾彩虹门工程设计与施

工指导等。其中鞍山市人民公园规划设计

（与他人合作）荣获中国城市规划协会颁

发的2001年度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三等奖，

鞍山市后峪住宅小区规划与建筑设计荣获

投标竞赛一等奖。

自1998年8月起，我在鞍山市建委

（现为鞍山市规划局）规划审批处先后任

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主要负责

协调、指导、审批鞍山市的具体建设项

目；自2010年11月起，任鞍山市规划局政

策法规处副处长，主要负责组织并审查鞍

山市具体建设项目的规划条件核实（规划

验收）工作；自2012年3月起，任盘锦市

规划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兼辽东湾新区分

局局长（系参加全国公选调任），全面负

责辽东湾新区的规划管理工作；自2014年
9月起，任盘锦市规划局副局长、党组成

员，主要负责盘锦市的规划编制和规划管

理等工作。作为一名技术管理人员，在做

城市规划管理工作时，兢兢业业、一丝不

苟，力争把市民、建设单位、设计人员与

管理部门的效益结合到最佳状态，努力为

人民更好地服务、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绘

制出最美的蓝图。曾获得辽宁省住房城乡

建设系统“五五”普法工作先进个人、鞍

山市2011年依法行政先进个人等荣誉。

由于工作需要，我自2018年3月起调

任鞍山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正院

级）、总规划师。新的工作岗位，兼有建

筑学和企业管理方面的工作范畴，这正是

清华教我育我的看家本领，也是我发挥学

以致用的新机遇。

离开清华的日子里，我时常惦念着清

华，时常在梦里回到清华。2001年2月，

我通过远程教育的方式进入清华大学经管

学院学习企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课程。虽

然攻取学位的道路崎岖坎坷，我还是克服

了重重困难，先后通过了清华16门研究生

必修课程考试、全国研究生英语考试、全

国研究生工商管理专业水平考试、清华大

学研究生学位课程考试，通过了比在校研

究生严格得多的学位论文审查与答辩，最

终于2006年7月获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管

理学硕士学位。

虽然离开清华已经20年了，我还是与

清华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结。她将终生伴

随着我、温暖着我、激励着我，鞭策我不

断奋斗，不断前进。      
2018年8月28日 于鞍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