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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正芳华
○邱 勇（1983 级化学）

本文是邱勇校长为1983级毕业30周年
专刊所写“卷首语”。

人间4月，紫荆烂漫，春色满园。母

校107周年校庆时节，我们三字班在毕业

30年后再次相逢于清华园。我相信，这一

天我们已期待很久。

1983年，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

离开家乡。在清华园，我们一起度过了走

向独立、思索人生的五年时光。在“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

的校风熏陶下，我们个人的品格和精神被

打上了深深的清华印记。1988年，带着对

未来的憧憬，我们奔赴四面八方。30年不

曾停步，30年不断探索；30年执着思考，

30年不断成熟。无论身处大江南北还是异

国他乡，无论从事何种工作还是身兼何

种职务，都不曾忘记师长的教导与母校的

嘱托。我们付出，我们奉献；我们成长，

我们收获。30年来，我们见证了世界与社

会的变化，更见证了彼此的变化与成熟。

30年来，我们不曾改变的东西依然很多，

一如我们共同的名字“三字班”。我们都

不曾忘记那五年的同窗情谊，也更加体会

汪国真当年的诗句：记忆是飘不落的叶

子——永远不会发黄。今天，我们自豪地

向母校报告：我们没有愧对“清华人”的

称号。

30年道路蜿蜒曲折，此刻尤觉弹指一

挥间。作为三字班两千多名同学中的一

员，我不曾料想从1983年迈入清华园，此

后再也不曾离开园子。从1983到1994，11

年求学；从1994到2018，24年从教。迄

今，几乎所有的人生记忆都与清华有关，

清华成为我唯一的人生舞台。我也得以见

证了清华30年的变迁发展与欣欣向荣，见

证了一批批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学

子在这里切磋学问、共度青春，见证了你

我的清华日益变得更加美好。

1988至2018，这是一个30年的跨越。

今天，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虽鬓已邱勇校长在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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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霜，但豪情不减当年。在这波澜壮阔的

时代，相信大家依然拥有一份激情，依然

渴望有一个更好的自己，依然有勇气和

决心去开创新的人生空间。迎来107周年

校庆的清华既有厚重的百年历史，更有一

如既往的朝气与活力。清华人一直把自身

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清华人”这一称号一定会在实现中华民

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荷塘，让我神往多年。

当我跨入清华校门时，第一个愿望便

是尽快一睹荷塘的风采。

记得当时班上有个同学，带了一台海

鸥相机来为大家拍照，成了全班焦点。七

嘴八舌之后，几个拍摄点便确定下来。一

是工字厅，建于乾隆年间，雕梁画栋如翚

斯飞，门楣高悬咸丰御匾；二是清华学

堂，德国古典建筑范式，青砖红瓦廊柱

白墙，清华教育发端之地；三是水木清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变得更加响

亮。我欣赏唐朝诗人张九龄的诗句“清

华两辉映，闲步亦窥临”；我更欣赏王

国维写的“一声鹤唳，殷勤唤起，大地

清华”。如是的情怀，如是的境界，此生

幸为清华人。

2018年，清华正芳华。毕业30年，人

生正芳华。

依 稀 荷 塘
○李建臣（1983 级机械）

李建臣校友

华，山林环拢一泓碧水，玉阶朱阁古韵流

芳；四是融会古希腊和拜占庭艺术风格的

大礼堂……

见此情形，我真没有勇气提议荷塘了。

不久开展义务劳动，我们被带到校园

西北角的荒岛挖土清淤。偶然间我探询一

句荷塘在哪儿。不料老师的回答令我目瞪口

呆：此刻正在清淤的这片壕沟便是荷塘！

真是造化弄人。面对眼前的荒芜萧

飒、满目狼藉，我怅然若失。这便是我魂

牵梦萦、寤寐以求的荷塘么？蓦然间，脑

海中闪过一句“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

如不见时”。

秋风瑟瑟，暮雨潇潇。眼见得绿色渐

次褪去，黄叶倏然飘落，心中那莫名的挂

念却未曾消匿。除了晨练，间或也会带上

笛箫，于荒岛僻静处吹上一曲《汉宫秋

月》，思绪便随着袅袅余音，游弋于空山

幽谷冷雨寒窗、荒野孤雁大漠残阳。若偶

得燕雀应和，则有喜遇知音、对影三人的

感觉了。

所谓荒岛，乃十亩大小的土丘。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