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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我从清华航空系毕业。那一

年是很有特点的一年。从国家层面讲，第

二年1953年，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

年，国家正在大力调配大批参加建设的干

部、工人和技术人员。考虑到技术人员的

缺口，中央决定全国大学理工科三、四年

级学生同时毕业。从清华层面讲，这一年

是清华作为设有文、法、理、工四个学院

的综合大学的最后一年，下一年就改为只

有工科的大学。因此，这一年清华毕业的

学生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这一年，无论国家还是学校，对毕业

教育都给予了很大重视。其中重要的内容

之一，是邀请多方面负责人向同学作报

告，讲形势，介绍国家现状，引导同学深

刻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使同学能以更

饱满的热情投入建设高潮。我参加了当

时的毕业教育，作了详细记录，全部约

14000字。主要内容如下：

回忆 1952 年的清华大学毕业分配教育

○夏武祥（1952 届航空）

第一讲：革命青年人生观（报告人蒋

南翔，时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为

清华校长，教育部长）。主要内容包括：

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志向，对“学以致用”

的认识，认识人民教师的重要，革命的乐

观主义等。在讨论中，他希望毕业同学弄

清如何实践为人民服务，如何理解学以致

用，将以什么样的革命热情迎接祖国赋予

的任务等。

第二讲：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报告人

薛暮桥，著名经济学家，后为国家计委、

经委副主任）。主要内容是：三年来新中

国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改造，

今后的经济建设等。在讨论中，他希望毕

业同学弄清新中国经济的恢复、改造、发

展的基本原因；经济恢复、改造、发展

对今后大规模建设的作用；新民主主义

经济的优越性；在大规模建设中我们的 
任务；祖国光明前途与我们个人前途的一

致性。

第三讲：目前形势（报告人范长江，

著名新闻工作者，后为人民日报社长）。

他讲话伊始就指出“大家在校期间是我们

国家恢复改造之时，今天则是面临着一面

抗美援朝一面计划经济开始”。同学们已

经准备为人民服务，进入到担负国家一定

任务，掌握国家一定权力的时期，这是个

重大问题重大的转变。认识一下各种有关

工作和形势是完全必要的。

第四讲：东北工业建设（报告人袁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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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时为东北工业部计划部负责人，后为

国家经委主任）。内容包括东北工业特点

和三年来恢复的情况；东北作为工业基地

的情况。报告人从资源、设备、干部、资

金方面做了分析，讲述了几年来东北工业

管理、建设的成就和几点经验。

第五讲：对同学提出要求（报告人安

子文，时任人事部部长，后为中央组织部

部长）。他提出，什么地方需要就去什么

地方，什么工作需要就做什么工作。为了

大力展开建设，党和国家不得不向同学提

出较高的要求：站稳革命立场，划清敌我

界线；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精通业务。

第六讲的报告人是钱俊瑞，当时是高

等教育委员会负责人。主要内容包括新中

国的教育和发展；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

上，响应祖国的召唤；到工作岗位应注意

的问题：首先明确自己所担负工作的性质

和所起的作用；不断地学习，不要满足学

校所学的；团结：团结上、平、下级，首

先是团结工农同志。

通过以上学习，同学们干劲更足了，

填写工作志愿第一条是“服从国家需要”

的相当普遍。

再说说我自己。同学中，我是半途离

开航空工业的，也是一生中工作变动较

多的。60余年的工作生涯中，在每个岗位

上，清华的通才教育和校风学风都深深影

响了我。可以说，这些年无论做什么，无

论顺境逆境，清华对我的教育、鼓励、

支持和鞭策是无时无刻、有形无形地存 
在着。

我们这个年级是新中国成立前进入清

华的最后一个年级，毕业又在院系调整之

前，可以说是经历了老清华向新清华剧烈

转变的时代。既带有许多老清华的色彩，

又开始了新清华的萌生，算是新旧兼备的

一个特殊时段吧！

1952年9月3日，我到航空发动机工厂

报到，在工厂接触到了实际应用。除了对

发动机构造和使用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外，

还学到了在学校接触很少的锻铸、热处

理、机加工工艺等实操知识。由于有了清

华通才教育基础，我通过自学和工作实践

扩大了知识面。在这个厂工作的13年里，

我从小型、中型活塞式发动机干起，干到

喷气式、涡轮螺旋桨式发动机，导弹；还

干过摩托车发动机、汽车发动机等大量民

品，使自己对机械工业有了较为深刻的 
了解。

1965年，我奉调到北京第三机械工业

部。到部里工作参观了不少中央企业和地

方工厂，还参加了一些选厂址的工作。

“文革”开始后，我被下放到干校劳动。

1970年，调我到大型直升机、运输机基地

参加基地筹建。很可惜的是，刚开始建

厂，就遭遇了国家经济困难，只得停工。

至今想来，在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没能干

成什么事，只觉无限惋惜！

后来部里科技局要借调我去协助工

作，我也很愿意，于是干起了“临时

工”。这期间我主要做了“航机陆用”，

即将航空发动机改型为工业用燃气轮机的

开发工作。当时“文革”尚未结束，部里

的干部政策是：下放的都不能回来，不搞

原班人马。总这么吊着，我也不愿意，于

是自找门路，就随着“航机陆用”任务，

调入了总成套的北京重型电机厂，从此离

开了航空系统。回想起来，此事于工作和

我本人都是有利有弊，但也是大形势大环

境所左右，我也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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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被调到国家最高经济机

关：国家计划委员会。80年代初正值能源

紧张，计委就成立了节能局。我被调入节

能局，负责节能科研开发。计委业务面涉

及各行各业，节能又与各行各业都有关

系。我这个习惯于在工厂工作的人，犹如

从“坐井观天”到“包罗万象”。最大的

感觉就是，知识面严重不足，要尽快学习

许多领域的知识。这期间国家实行开放的

方针，计委又是经济领导机关，与国外开

始了较多交往，52岁的我也为引进双费率

节能电表有了第一次出国的机会。

计委是管国家宏观经济，主要任务是

制定规划制定政策，这对长期在基层工作

的技术人员我来说，要有很大的“转变”

才行。应当承认，我这个“转变”完成得

很差，可以说在计委的5年，自己没真正

进入角色，当然也没有做好计委干部应

做好的宏观经济工作。回想起来真是“捡

了芝麻丢了西瓜”，不够称职。好的一面

是扩展了知识，使我对能源、能源效率、

可再生能源以及环境保护等有了认识体

会，这又得感谢清华通才教育打下的坚实 
基础。

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

节能局的部分工作划入了公司（开始叫

中国工程技术开发公司，后改为华能公

司）。该公司后来定位为只搞发电，停止

一切非电项目，节能技术开发工作也就逐

步消失了。这期间我到英国和德国去了半

年多，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国外较久

的生活，经济来源是英国能源经济学会和

德国洪堡奖学金资助。按华能规定，副局

级干部可工作到63岁，我遂于1995年6月
退休。

至今我退休已23年，但实际我是退而

未休，基本没有停止过工作。主要从事那

些不坐班的、我感兴趣的、有利于国家引

进资金和技术及能出口产品的项目的咨

询、代理 、顾问和翻译等事项。由于许

多项目从未接触过，就得边学边干，跑国

家图书馆成了必不可少的活动，几乎每周

都去。每遇到一个新的、过去不熟悉的题

目，就去图书馆。先看教材书籍，了解其

原理；再看国内行业杂志了解国内水平和

有关哪些单位；再查外文资料看国际上处

于何等水平、有何可借鉴之处。这三步走

过后，大致可形成工作思路或计划，也知

道该找谁合作联系了。

二十余年来，事情干得很杂，主要围

绕节能、环保、新能源、气候变化等方

面。例如：与德国VKR公司和国内煤炭

部平顶山煤矿合作开发煤矸石发电厂；

与美国POWER BRIDGE公司和松藻煤

矿合作，开发煤层气发电厂；协助德国

BISCHOFF公司开发电厂脱硫项目；协助

瑞典LGP公司开发移动通讯塔顶放大器的

项目；与瑞典ISS公司合作，出口清华核

研院研制的集装箱检测系统等。这么多项

目，有成功的，但多数是部分成功，甚至

是不成功的，但我认为它们都是符合时代

需要和技术发展的。因为只要方向对，迟

早会起些作用，至于在我有生之年能取得

什么成果我并不介意，也不后悔为此付出

的精力。只要身体还行，我仍准备这样继

续走下去。蒋南翔校长提出过“为祖国健

康工作50年”，这一要求我早已超过。我

觉得于国有利，于世界有利，自己有兴

趣，能起点作用就很满足了。

简单回顾一生， 我写了四句话：

绕膝弱冠烽火逢，而立前后醉航空。
天命始知能源少，耄耋倍感环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