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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夏，高中毕业，面临报考大学

的选择。我比较喜欢文科，但受当时普遍

存在的“重理轻文”思想的影响，不屑

于将文科作为第一志愿；又正值国家制

订“一五”计划，决心投入到基本建设行

列中。于是决定第一志愿报理工考清华，

第二志愿报文科考北大。可是没成想自我

们那一届起，北京考生不准文理兼报。这

样，只能都报理工了。

悠悠六十载  浓浓给九情

○金丽华（1959 届土木）

9月考上了清华土木系，报到之后就

面临选报专业。当时土木系有五个专业：

建筑学、工民建、结构、给排水、暖通。

建筑专业要加考“素描”，我不会画画，

无缘。我决定学结构。可是，听了五位

老师分别为新生做的专业介绍，感到刘鸿

亮老师介绍的给排水太重要了。多少分钟

没有给水，锅炉就会爆炸；城市若没有排

水，污水就会肆意横行。特别是那美丽的

诗句最打动我：“我们要给工业以新鲜的

血液，要给人民以甜美的甘露，……要把

污秽从地图上全部抹掉。”我边听边决

定，不学结构，学给排水作为第一志愿。

我如愿被分配到了给排水专业，从此

与之结缘。专业共两个班，我被指定为给

92班临时召集人，遂被选为团支书，一直

到大四。第一次班会在二院的一间教室召

开，同学们围成圆圈而坐，我发现大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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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不高，很少有笑脸，好几位低着头。我

问：你们怎么了？这才知道是对专业不满

意，说没水平，中专都能搞。不少同学都

是把学建筑作为第一志愿的，由于素描没

通过，硬被分配到给排水。同学对给排水

专业的这些看法，我是第一次听说。之后

随着课程的进展、假期的实习、教研组的

专业教育等，情况逐渐有了好转。特别是

给排水教研组教授多，陶葆楷、顾夏声、

许保玖、李颂琛等四大教授对同学还是很有

吸引力的。

牢记嘱托

我的高中母校是北京女一中。记得离

校前杨滨校长召集考上清华的同学们开会

说：“大学的班上可不全是北京同学了。

你们是北京同学，要做主人，要关心外地

同学。”她的话，我牢牢记住了，并竭尽

全力去做。

比如，北京同学一般都是周末回家，

我想应该陪外地同学一起到他们想去的地

方玩，所以连续几个周末都没回家。其

间，家搬了，却无法及时告知我新址。

又比如，国庆、五一都举行游行，晚

上还要在天安门广场跳集体舞，这些都是

外地同学从来没参加过的。学校提供的住

宿名额有限，于是，我请一部分同学跳完

舞后到我家搭地铺住一晚上。虽条件简

陋，但同学们都很高兴。

可能就是由于大一大二我对同学们的

点滴关心，给同学们留下较好印象，同时

也得到了同学们的关爱。到了高班，给

91、92合并成给九。毕业前半年，1959年
3月9日，我被提前抽调留校，到政治理论

课教研组当政治课教师。离开了专业，离

开了给九,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与给九的

联系及友谊。给九毕业留校工作的有胡纪

萃、俞珂、沈英鹏等同学，后来还有王中

孚同学。自80年代以来，我和他们以及在

北京工作的同学们一起，与班上其他同学

联系，落实每年校庆迎接同学返校活动等

事宜。

难忘片段

大学的生活与中学完全不同，处处让

我感到新奇。一年一换宿舍，一堂一换教

室，最远是从一教往化学馆跑。吃饭是一

大盆菜放桌中央，八人围桌站着吃。周六

晚上每人端个凳子，奔西大饭厅看电影

是最大娱乐。下午4点半，教室、宿舍基

本没人，都到西大操场“龙腾虎跃”，

运动习惯的养成，得益于体育教研组马

约翰教授。

暑期实习先后去过长春、兰州、上海

等地水厂。印象最深的是大一昌平测量实

习，生活条件之差，今天无法想象，但

我们还是满腔热情地完成了课程实习，

而且当时并没觉得多么苦。住的是一个

大破庙院子里的几排旧平房，距离测量

场地很远，四人一个测量小组，每天都

要背着仪器、测量架，翻越残垣断壁的

城墙。赶上下雨天，路泥泞不堪，走起

来相当艰难。伙食主要是馒头，当时正

是盛夏，每次开饭时，装满馒头的大笸

箩，盖布上落满苍蝇，一掀开，苍蝇嗡

地飞起，立即落在馒头上，我们照吃不

误，天天如此，终于一批同学病倒了，拉

肚子，先是在一间大旧平房地铺上躺着隔

离，后被送回学校治疗。那段时间，正巧

电影《平原游击队》在昌平拍摄，离我们

住地不远，很多同学晚上常去他们那里，

目睹“李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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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临考验

1954年入学的我们，积极要求进步，

我和好几位同学都分别在大一或大二先后

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与

此同时，几乎什么“运动”都赶上了，最

严重的发生在正读大三的1957年。 5月，

党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学校党

委号召全校共产党员要行动起来，带头

帮助党整风。给91班几位共产党员积极响

应，于是贴出了大字报，对校团委主要领

导人的作风提出意见，随后，邀请当事者

及有关领导人一起开会，确认大字报所言

符合事实。由于大字报内容有理有据，标

题颇具风采，叙事生动，不仅吸引了众人

的眼球，而且引起反响越来越大，乃至群

众强烈要求当事者下台。可是没有料到，

中央最高领导，瞬间将整风运动变成了

反右派斗争，给91班立即成了重灾区。最

终，写大字报的几位共产党员和党的积极

分子，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分别受到

党内与学校严厉处分，包括开除党籍、下

放劳动保留学籍等。这几位同学接下来度

过的岁月、精神所受的折磨，自不待言。

可贵的是他们坚定的信念没

有丧失，充满自信地认真做

事做人，无一消沉，无一气

馁。是清华校风的熏陶、师

长的谆谆教诲、学识的不懈

吸纳，日积月累，潜移默

化，形成了他们荣辱不惊、

坚韧不拔的品格。漫长的20
年之后，中国迎来改革春

风，阴霾即将散去，校党委

率先做出为50年代以来全校

冤假错案平反的指示，推翻

一切不实之词，撤销一切错误处分。这是

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给九受迫害的同

学们终于都得到了应有的公正。

友情绵延

在被“文革”祸害的岁月里，同学间

的正常联系完全没有可能。

平反政策落实，给九感到无比喜悦，

以北京同学为主，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

大家重新相聚了。1989年毕业30年、1999
年毕业40年时，20~40位同学返校欢聚。

为了搞好2009年毕业50周年大庆，2007年
郑文会同学就写了详尽的建议稿。2008年
春节期间，聂桂生、兰淑澄同学倡议，

十几位北京同学一起相聚贺节，同时，除

健康原因外，大多数义不容辞地都成为筹

备组成员，再加上未到会的沈英鹏等四

位。经过缜密分工联系，50年大庆返校同

学达42位，加上家属共计56位，真正是大

团圆！所策划的50年影集，在我曾经当过

班主任的给1970届学生张万钟的倾力帮助

下，成功问世。给九纪念影集 《半个世

纪的情怀》人手一册，留下珍贵纪念。给

九不仅大年相聚，平常年校庆也聚，因为

给九同学在王美娜同学家中聚会。左起：聂桂生、胡纪萃、

刘志存、刘嘉琦、李明堃、方义佐、沈英鹏、王美娜、陈新桂、

金丽华、宁美玉、辛代松、兰淑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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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环境工程系和之后的环境学院好娘家，

为我们提供聚会条件，嘱我们“常回家看

看！”我们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给九是一个多才多艺充满友爱的集

体。周庆贤、童阳春、郑文会、张崇岱等

同学能诗能文，黄毓沛同学的漂亮书法，

范存举同学的篆刻都颇具水平，每逢环境

学院为老教授祝贺寿诞之日，给九献上

的礼品，常是这些同学的佳作。为搞好聚

会活动，一定的经费是必需的。同学们都

自掏腰包，添砖加瓦。而尤以邬象牟同学

为最，邱镕处、陆雍森同学也慷慨解囊。

有着军旅生涯的刘嘉琦同学，严格认真，

是给九的好管家。外地来京同学，只要时

间允许，就会相约见面，杨仁明和张小珠

夫妇、邱镕处、王锦平等都规模不等地带

来过欢聚机会。常在中美之间往返的王美

娜同学，在回龙观的家，也是很受同学欢

迎的理想聚会地。在南方，赵永铭、谈正

一、钱荣孙、王衡，以及张文玮、于锡

禧、房薇生等同学，先后于2001和2005年
组织给九江南游，并得到了邬象牟、兰淑

澄、钱荣孙等同学所在单位的积极支持。

同学们不仅饱览了杭州、绍兴、溪口、普

陀与扬州、无锡、苏州、南京等八地江南

美丽风光，更因为能够朝夕相处而进一步

增加了友谊。

光阴荏苒，从十七八岁到七八十岁， 
仿佛是一瞬间！然而仔细想来，在毕业

后奔赴工作岗位的三四十年里，所经所

历，又是多么丰富多彩与不易！自20世
纪末以来，环境生态的重要性，日益显

现，虽然这批同学已面临退休，但他们

已有的业绩，无疑会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经

验与记忆。

是的，我无法统计他们搞了多少给排

水设计，更不知他们究竟解决了多少难

题，只知道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无私奉

献，不少同学成了这个领域的佼佼者、领

军人，也有同学担任了市级领导职务。我

也无法统计，各个领域的给九同学，获得

了多少应有的荣誉、奖项与表扬，只知道

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汗水与智慧书写人生

的瑰丽篇章。更为可贵的是无论职务身份

有何变化，无论贡献荣誉何等辉煌，给九

同学之间的情谊，不但不变，且不断加

深，不断延长。

啊！悠悠六十载，浓浓给九情，有什

么能够与她媲美！衷心祝愿我们给九的友

谊与日月同辉，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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