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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是热的不良导体，冷水在外面一激，

内外温差加大，玻璃内部应力太大，马

上开裂。看来，基础课的点点滴滴知

识，随时都能用上。

我们在反应堆水池里爬上爬下，辛

勤工作几个星期，总算清洗完池内表

面，也把其他的事情准备好。可惜，未

能参加最后的处理，听说后来是从北京

各工厂借了许多直流电焊机作为提供低

压大电流的直流电源。就这样整个池子

也无法一次处理，因为面积太大了。整

个表面是分三次处理，先是底部三分之

一，氧化完毕，抽去草酸电解液。再灌

上无离子水水袋，上面铺上塑料布隔

层，灌上草酸电解液，处理中间一层表

面。如是依次分三次处理完整个池子内

表面。短短几个星期，虽然未能参与阳

极氧化处理的全过程，还是学到不少东

西。遗憾的是，反应堆堆芯支架就放在

我们换工作服、休息的房间的一个角

落，用塑料布盖着。虽然好奇，但始终

没有人去打开看看。

200号与十三陵比邻而居。记得一

个星期天，我们几个人翻山去十三陵游

玩。虽然只是翻一座山，其实也有不少

路。当然，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因为

我的家乡就是山区。登上山顶俯瞰十三

陵，红墙黄瓦，蔚为壮观。

50多年过去，这次的勤工俭学给我

的印象深刻，受益匪浅。但是有许多事

情记忆上可能有错漏，还望其他同学不

吝指正和补充。

难忘清华园岁月
——纪念和女儿成为清华同学的日子

○朱兆丽（2012 级硕，公管）

2015年1月27日，在清华陈吉宁校长

出席的最后一个毕业典礼上，穿着学位

袍、带着学位帽的我从史宗恺副书记手中

领到学位证书，成为清华公管学院的硕士

毕业生。当照片传到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读书的女儿手中时，她戏称“清华史上最

老硕士毕业生诞生了”。是呵，我已近天

命之年，但装帧精美的清华硕士毕业证书

和学位证书还是非常让我自豪和感慨。这

不仅是因为清华园的名气和在中国首屈一

指的地位，更是因为经过两年半的学习，

我深深体味到这所园子的精英荟萃和文化

底蕴的博大精深。

和女儿成为清华硕士生同学

2012年9月，在清华的综合体育馆，

我和女儿同时参加了清华研究生的入学

典礼。在济济一堂的典礼现场，我不是作

为家长，而是以女儿的硕士同学身份参加

的，很可能是偌大的场馆中唯一的一对母

女新生吧。女儿在清华建筑学院由本科直

接推研，而我则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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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公管学院的MPA新生。这一特殊场景

让女儿的同学感到十分有趣。女儿在清华

园已经读了四年本科，我作为一个经常到

校园探班的家长，和她的一班同学混得很

熟。因此，当年纪一大把的“阿姨”成为

他们的同学时，这些清华建筑学院的天之

骄子们感到十分的戏剧性。

我坐在综体馆西侧的台阶座位上，身

处在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硕博新生当中，

看着远处主席台上一溜的声名赫赫的学术

巨子们，他们代表学术委员会委员身份的

黑红两色学位袍，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

心潮澎湃。当“西山苍苍，东海茫茫”的

校歌响起时，我忍不住眼眶湿润了。校歌

几乎每句都由四字构成，工整押韵，寓意

深刻，朗朗上口。我在想，中国的其他大

学有校歌吗？或者有这么好听、这么上档

次的校歌吗？从女儿进入清华园到我自己

毕业离开清华园，在同一个综体馆，前前

后后我身临其境了两次入学典礼，三次毕

业典礼，庄重而又青春洋溢的现场，打动人

心的讲演和发言，庄严的国歌和韵味深长的

校歌，每次都让我荡气回肠，久久难忘。

清华园的“大”和文化底藴的“深”

清华园差不多有4个平方公里，相当

于常州老城厢的规模。在寸土寸金的“帝

都”，清华园之大着实难得，也成为清华

园的特色。从北边的紫荆宿舍到学校东门

附近，要走差不多半小时。因此，自行车

是清华学子们必备的交通工具。每当上课

前夕，沟通宿舍区和教学区的南北向主干

道上，那川流的自行车，那匆匆骑行的青

春的背影，还有中午放学时，自行车交通

竟然会堵塞的场景，无不成为清华园之大

背景中的靓丽风景。

然而清华园最为宝贵的还不是物理空

间之大，当我看到操场上“为祖国健康工

作五十年”的巨幅标语时，当我在深夜11
点看到操场上还生龙活虎运动着的青春的

身影时，当我看到清华园各个标志性场

所，以及各种物品上印着的“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校训时，当我看到校旗上和

同学们纪念衫上的“清华紫”时，当我每

次在重要场合听到那动人心的校歌响起，

尤其是校歌上居然还有不认识的生字时，

当我在清华学堂的走廊上看到那些熠熠闪

光的大师的照片时，我真切地感受到这座

园子所蕴含的文化底蕴的博大精深，这不

愧是中国最为著名的高等学府，这里孕育

着独一无二的清华文化：这里的学生不仅

有着为自己创造幸福生活的个人理想，更

有着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这里的学生不

仅努力学习，而且更关心祖国的命运。辅

导员制度和“双肩挑”传统无不展示着

“又红又专”才是清华园的教育追求。这
2012 年 7 月，朱兆丽参加女儿陈安琪的

本科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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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月，史宗恺副书记为朱兆丽（左）

颁发硕士学位证书

也许就是清华区别于其他大学最明显的地

方，也是清华园之所以成为清华园最重要

的特色所在吧。

清华园优秀的师资和

严谨的教学培养制度

清华有着一流的师资。清华公管的老

师们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他们从世界各

地留学归来，真正是学贯中西、融汇古

今。尤其可贵的是，清华始终把培养学生

作为第一要务，最优秀的老师们都奋战在

教学的第一线，而不是仅仅忙于自己的科

研课题。而学生对老师的评价亦成为考核

老师业绩的重要方面，从而确保了教学质

量。清华有着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负责

教学管理的老师，除了精心安排我们的在

校学习外，其余时间通过电子邮件及微信

和同学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让我们及时了

解学院和学校的各种活动及事件，尤其是

选课和毕业的各个环节，他们通过各种信

息手段反复通知，不厌其烦，确保每个环

节不落下任何一个同学。清华还有颇具特

色的助教制度，每门课程都有硕士生或博

士生担任助教，负责考勤、传送课件、收

发作业等。在这个过程中，助教们不仅为

学生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们也和年

长很多的师哥师姐结下深厚的友谊，有益

于自身的成长。

漫步在美丽的清华园，我会想起重拾

三十年前的功课，与只有我一半年纪的考

友们同窗备考的艰难；会想起数学老师难

掩对我数学水平的鄙视，直截了当让我放

弃努力时的难堪；会想起努力撰写硕士论

文时经历过的茫然和苦苦探寻。清华园，

这座中国人心中的教育圣殿，我竟然也有

幸进入。虽然年纪有点大，来得有点晚，

但终究是追随女儿的脚步进来了。 在清

华的岁月，让我觉得付出的一切辛苦和努

力都有所值。清华园，让我重享学习的快

乐，让我重温大学时代的美好，也让我体味

了终身学习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不断充

实和完善自己，在思想境界、处事能力、知

识水平上不断进步，并能和女儿共同成长。

毕业65周年喜迎老友
○杨宗发（1953届机械）

春光桃李去匆匆，
但余幽香牡丹红。
漫步校园留聚影，
举杯共饮叙真情。
于今喜逢新时代，
初日照我健步行。
鹤发童颜相会日，
满园春色赞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