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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

你是否听说过清华园中的学生膳食团？在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我们刊发这份珍贵档案及其

背后的故事。它们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之际清华校园中的一段历史。

2007 年 4月 6日，年近九旬的 1951 届机械系老校友余梦生将自己珍藏了近 60年的运粮通行

证连同当年的信封一同捐赠给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并与 1949 届电机系校友陈伯时以亲历者的身份

记下了当年一幕。百年校庆期间，校史研究室将这份珍贵档案移交至档案馆永久保存。这份档案及其

背后的故事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之际清华园里的学生膳食团为全校两千多名学生提供膳食、采购玉米的

历史，生动详实地记录了那段岁月。

＊本栏目由本刊编辑部与档案馆、校史馆合办

 余梦生    陈伯时

这张通行证的正面是油印的，用毛笔填写，

第一行写着“通行证”，第二行是“通字第 4 号”，

下面从右到左竖写的是“兹有清华大学因运玉米

万余斤事到南口，途经（X），携带汽车、 袋，

希沿途军警岗哨查验放行是荷。此致 敬礼”。并

注明“限期五天（三月十二日起至十七号止）”。

落款是“北平军管会西北分会 三月十二号放”，

骑缝为“证字肆号”。左下方盖着红色大印，印

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西

北区分会 防”。

纸张很不起眼，反面是废旧的四分之一张石

印公告（见下页），说明当时军管会的办公用品

多么艰苦朴素。然而，这张通行证却很有纪念意义。

解放前，清华大学学生的伙食是同学自己

交钱和管理的，只有房屋、桌椅、灶具和厨师

工资由学校提供。在学生自治会生活福利部的

统一领导下，由同学自由组合成膳团，全校除

静斋有专供女生的“静斋膳团”外，在明斋北

边的大饭厅和东、西两个小饭厅中，先后组成

了第一、第二、体育、卫生、清寒、新新等膳

团。由膳友民主选举出膳委会管理，一般每届

膳委任期一个月，分工担任总务、会计、采买、

保管、监厨等工作。我们二人都在 1948 年 12 月

被选为卫生膳团的膳委。不久，解放军包围了

北平城，傅作义领导的国民党军队龟缩在城里，

清华园解放了。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在西

校门口贴出的布告说：“……清华大学为中国

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

均应……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

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学习，维持学

校秩序。”在这个时期，学生会生活福利部把

各膳团联合起来，组成“膳联”，管理全校两

千多同学的伙食。

过去，学生膳团的粮食、菜、肉、油、盐、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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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等都从城里或海淀的市场中订购。这时，平常

的供应渠道断了，我们只好自己跑到南口去买粮

（步行到沙河后再乘火车），到长辛店去买油（骑

自行车），其它副食品和佐料仍可在海淀买到。

当我们采购遇到困难时，军管会都会给予热情的

帮助。1949 年 1 月，膳团的存粮已不多，军管会

补助给全体同学每人 20 斤小米，折合 140 元人民

券（当时解放区通用的货币）。全校按 2000 人计，

共发给 28 万元，以解燃眉之急。1 月 14 日，膳联

领到支付证后，立即讨论如何采购粮油的问题。

1949 年 1 月 16 日，我们 2 人和经济系同学

孙恩熙一起去南口，先找到解放军西北军区后勤

部平绥东段指挥所，辗转介绍到“四合运输粮货

站”购粮。谈好价钱（黄玉米每斤 5.2元人民券，

白玉米每斤 4.5元，小米每斤 6元），预付了订金。

过几天我们又去南口，把急需的部分粮食经火车

运到沙河，再派卡车拉回学校。我们在南口过夜

时，解放军后勤指挥所的同志接待我们，晚上围

坐在一起，给我们讲当年打游击的经历。我们听

得入神，非常感动。

1 月 22 日，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成功，傅作义

交出了北平城。2 月 1 日，北平市军管会开始办公。

2 日，北平学生庆祝北平解放联合会成立，当天

下午，清华同学就准备进城做迎接解放军和宣传

工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膳联立即把炊

具、粮、油等运到城里汇文中学等处，为大批同

学进城做好准备。2 月 3 日上午，解放军在前门

举行了入城仪式，同学们站在道路两旁热烈欢迎。

4 日至 15 日，清华有大批同学留在城里做宣传工

作，12 日举行全市庆祝解放大会，会后游行，一

直到晚上 7 点多，大队才回来吃饭。在此期间，

膳食组日夜忙碌，为同学们供应伙食和宵夜。

2 月 15 日，清华学生全撤回校内，22 日全校

膳团合并，成立统一膳团。3 月 1 日，新选出的统

一膳团膳委开始工作，我们的工作宣告结束。由

于还有一批玉米存在南口尚未运回，我们 2 人便

和航空系的沈冠时、电机系的袁 拿了麻袋再去

南口，这张通行证就是为了运回这批玉米而开的。

这时，清华园的火车已经通了，当我们找裕

民粮食公司接洽运输车辆时，他们觉得一万多斤

玉米装一个车皮太不合算，不如由他们在清河的

供应站划给我们，既省钱，又省事。于是，我们

又回到清河去划拨玉米，这张通行证也就没有派

上用场，放在余梦生处。没想到，一放就放了半

个多世纪！如今，这张通行证成了一件很有纪念

意义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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