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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等，从中选择出最佳方

案。在与各个部门和不同性格的人共事或

商谈时，要充分考虑对方的处境、想法、

利益、可接受程度等，要以理服人而不是

以势压人。因而我在离开清华后从事的各项

工作中，没有大的失误，也没有受到过严厉

的批评或埋怨，这些都是受益于年轻时在清

华的锻炼。

说实在话，在我们那个时代，除学习

外，热心社会工作的学生是很多的，我所

做的那些并不算突出。有许多同学在党、

团、学生会和各种社团中做了大量工作，

如众所周知的政治辅导员都是在学生中选

拔出来的，既服务于别人，又锻炼了自

己，因而这些同学在走上工作岗位后都有

很强的组织能力，成为各级领导。在这里

我顺便回答一个问题，社会上有人问，清

华是工科大学，为什么能培养出那么多的

各级领导干部？道理就在于此。

清华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回想起来，我和其他同学正是按照

校训指示的方向在陶冶情操提高自己，度

过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感谢清华给我

机会锻炼，感谢清华培育了我。

清华大学学生文化生活光辉的一页

—纪念学生文工团建立 60周年

○谭浩强（1958 届自控）

我于1953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1956
年至1959年担任校学生会主席，1958年起

担任校团委副书记，直到1966年“文化大

革命”爆发为止。其间主管过学生宣传和

文化工作，对学生文化活动有较多的接触

和了解，在工作中也有很多体会。60年后

的今天，回忆起来依然感到十分亲切。

学生文艺社团有优良的传统和基础

在清华建校之初，就成立了唱歌团、

军乐队、游艺社等学生业余文艺组织。在

五四运动影响下，开始成为学生表达思想

的一种手段，学生文艺组织先后投入了抗

日救亡运动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在发

展过程中，进步学生逐渐占了多数，社团

成为学生运动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和党团结

群众的纽带。在清华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

光荣的一页。

解放后，特别是蒋南翔担任校长后，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学生文

化活动十分重视，保留了音乐室，添置乐

谭浩强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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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规定除周末外，保证每周下午有一次

社团活动时间。 
解放初期，学生会号召同学做到“三

好加一技之长”，广泛号召同学积极参

加社团，并重新组建了合唱、军乐等17个
队，参加社团活动人数最多时达到2100人
（占当时学生人数的24%）。学生会统一

管理社团各队活动，保证了社团活动经常

化，工作规范化。

这个时期，文艺社团发挥了以下三方

面的作用：

一、为学生培养文艺兴趣、提高文化

修养、发挥文艺特长提供良好的环境，是

学校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一个阵地。

二、在群众性文化活动基础上，承担

提高的职能。集中全校在文艺方面最优秀

的人才，进行提高培养，以其优良的水平

带动校内各系级的活动水平。

三、承担学校有关任务。包括迎接外

宾、“五一”和国庆游园联欢活动演出。 
解放初期文艺社团的建设，为后来的

发展提供了了良好的基础。

从十三陵文工队到清华大学 
民兵师文工团

1958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

高潮，人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北京市

在昌平区修建十三陵水库，毛主席和周总

理亲自参加，带动了全市40万人参加修建

水库的义务劳动。清华大学组织了4000名
学生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这

是清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性的

义务劳动。

当时缺少施工机械，硬是用人工铲

土、肩挑、推车等最原始的方法修起了一

座十三陵大坝。站在山坡上往沟底看，几

万人浩浩荡荡同时在挖沟、挑土、打夯，

一派热火朝天。晚上挑灯夜战，灯火辉

煌，场面极为壮观。这种劳动场面和学生

的精神面貌是多年来未有过的。它的意义

不仅在物质上，而是唤起了人们的政治热

情和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强烈愿望。在劳

动中，学生热情高涨，精神振奋，新生事

物和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在清华劳动大军中，活跃着一支按照

解放军文工队模式组织起来的、由十几人

组成的精干的文工队。他们深入各个工

地，边劳动，边采访，边创作，边演出。

在工地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文工队员活跃

的身影。哪里劳动最艰苦，他们就出现在

哪里。只要他们出现，劳动就掀起一个小

高潮，加油声、号子声、歌声响成一片。

战斗的生活产生了激情的节目，中午短暂

休息，大学生们正啃着窝头，文工队的快

板声响起来了：“窝头好，窝头好，窝头

里面还有枣”，“那边的窝头也不赖，窝

头里面还有菜”。在掌声中人们忘记了疲

劳，充满了欢乐。

劳动结束后，全体学生不顾疲劳，

整队徒步40公里返校，文工队员随大队进

行宣传活动。他们站在大路旁，用短小

精悍的节目鼓动着行进的队伍。只要队

伍经过，口号声、歌声就此起彼伏，互相

呼应。人们顿时忘记了疲劳，队伍精神抖擞

地唱着歌前进。在队伍全走过去以后，他们

又跑步到队伍最前面，开始下一轮的鼓动活

动。同学们从他们身上看到解放军文工队的

革命作风再现，感到无比兴奋和亲切。

十三陵文工队深入生活，贴近群众，

充满革命激情，受到广大师生广泛赞誉，

使人感到面目一新。劳动结束返校后，

十三陵文工队及时把在劳动时创作的短小



母校纪事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24辑 105

节目串连组成一个完整的《十三陵劳动大

联唱》，包括合唱、独唱、朗诵、快板、

相声、手风琴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贴近生活，激动人心。在校内外连续演出

三十多场，轰动了清华园，并被邀请到天

桥剧场演出，招待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

分子、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和首都文艺界和

教育界人士。还参加了北京市“五一”劳

动节汇演，获得了大奖（每个演员一支钢

笔）。有13家报刊刊登了我们创作节目的

内容，在校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向传统

的舞台吹入一股新风，社会各界给予高度

评价和热情鼓励。

1958年，党中央提出“全民皆兵”的

口号，各单位都设立了民兵组织。我校建

立了“清华大学民兵师”，由党委第一副

书记刘冰担任政委，副校长高沂担任师

长。由于十三陵文工队在校内造成的巨

大影响，校党委提出以十三陵文工队为基

础，建立“清华大学民兵师文工团”，以

振奋全校革命精神。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

生会主席、校团委副书记，党委任命我为

清华大学民兵师文工团政委，指定由我负

责建立文工团的工作。可以说，我是建立

清华大学文工团的主要创建者和成立后的

具体领导者。

文工团共包括合唱、军乐、民乐、

管弦乐、话剧、舞蹈、曲艺等12个队，约

1200多人。设立团部，进行统一管理与领

导。第一任团长是曾点（1961届建筑），

副团长是郑小筠（1960届土木）。

学生文工团的成立是清华学生文化生

活的新起点。文艺活动的思想境界、活动

内容和行为风气为之一新，方向明确，精

神振奋，内容健康。他们把文艺作为武器

激励人们斗志，鼓舞人们前进。

宣传党的教育方针 
反映学生精神面貌

在文工团成立之际，清华大学正在大

张旗鼓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

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教育方针。学校一改闭门读书的风气，学

生纷纷走出课堂，走进工厂工地，参加

劳动，与工人结合进行技术革新。清华大

学首创“真刀真枪结合实际任务进行毕业

设计”，取得突破性进展。水利系师生敢

想敢干，突破常规，大胆承接密云水库设

计任务，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

成功地完成了设计任务，受到周恩来总理

的表扬，震撼了全国。这个时期全国人民

意气风发，思想振奋，出现了多年未见的

高涨热情，人们说现在“一天等于二十

年”。

火热的生活激发了同学们的创作热

情，在清华园中掀起了一个群众文艺创作

的高潮。文工团成立后，也立即投入这场

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中，创作了一批反映

教育革命新生事物的好节目，继《十三陵

大联唱》后，合唱队创作了《党的教育方

针就是好》的大合唱，军乐队创作了《清

华大学民兵师进行曲》，话剧队创作了多

幕话剧《清华园的早晨》，民乐队创作了

《人民公社好》民乐合奏，舞蹈创作了有

浓厚生活气息的《大扫除舞》。京剧队以

建清华小电厂为题材，创作了现代京剧

《关羽搬家》；建二班同学创作了雕塑剧

《劳动赞》等。这批节目思想性和艺术性

都比较高，在清华大学礼堂演出多场，反

响非常强烈，震动了首都文艺界。文化界

的专家们激动地说：“多年没有看到这样

激动人心的演出了”。全国政协听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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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派人来清华观看，著名民主人士、全

国政协常委邓初民老先生因身体不好不能

坐在台下观众席，找了个躺椅坐在舞台侧

面专心致志地看完演出，连声说：“太精

彩了，太精彩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

具有浓厚生活气息、这样激动人心的节

目！我看可以出国了！”

全国政协经过慎重研究后，破天荒地

邀请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这样一个业余文

艺团体，于1958年12月到全国政协礼堂向

中央领导和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民主党派

负责人作专场汇报演出。全国政协主席周

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赶到并观看了全场演

出。蒋南翔校长陪同观看，我们也坐在旁

边为总理作介绍。

在观看音乐节目时，周总理一边看，

一边打拍子。当看到京剧《关羽搬家》

时，周总理开怀大笑，称赞说“这是革命

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啊！”周

总理很关心清华文工团的提高，主动提出

可以请专业表演家去清华指导。全场演出

结束后，周总理和全国政协

领导人上台与学生演员一一

握手，还特别找扮演关羽的

同学握手。全国政协副主席

陈叔通老先生代表全国政协

向清华文工团献旗，这是一

面比人还要高的锦旗。这样

的荣誉是绝无仅有的。

这次演出是以“清华大

学学生文工团”的名义进行

的。从此，清华大学学生文

工团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张名

片，成为清华园里的一颗明

珠，成为思想教育和活跃学

生生活的重要阵地。

“因材施教”，“三支队伍” 
“两个集体”

蒋南翔校长是新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他明确地指出学校一切工作必须围绕培养

人这个根本任务。响亮地提出“又红又

专，全面发展”和“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

年”的口号，在清华大学深入人心。他善

于从战略高度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他

认为，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人

才，应当不拘一格，“因材施教，殊途同

归”。

他提出清华要建立“三支代表队”，

即科学代表队、政治代表队和文体代表

队。科学代表队由学习优秀的因材施教生

组成，培养他们将来成为科学尖端人才。

政治代表队由政治辅导员组成，实行“双

肩挑”，让他们在年轻时受到更多工作的

锻炼，将来可以挑起更多的担子。文体代

表队就是在文艺和体育领域有突出特长的

骨干。这三支队伍代表了清华大学在德智

周总理与清华文工团团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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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美各方面的最高水平。

为了办好文体队伍，蒋校长又提出

“两个集体”的思想：既要搞好班集体，

又要搞好文艺和体育的集体，学生既参加

班级活动，受到教育，也积极参加课外活

动组织，发展特长，健康成长。为了加

强文体组织的工作，1960年蒋南翔校长同

意党委副书记艾知生的建议，决定从文工

团和体育代表队各选100名骨干，集中住

宿，单独设立党团组织，以加强对文体队

伍的思想领导和思想建设，并做好协调工

作，保证队员学习与活动两不误。文工团

的集体生活很丰富，不同专业、不同班级

的同学一起生活，互相学习，两个集体优

势互补，有利于同学们健康成长。“两个

集体”思想是打破常规的，有远见的。

文工团的成员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

分是集中住宿的100多名骨干，他们的课

外活动以文工团为主；另一部分是一般队

员，与班级一起住宿和生活，但积极参加

文工团的活动，这部分人占大多数。这样

做的好处是既保证了重点，

形成核心，使他们有较多的

时间与精力用在文工团的工

作和活动上，又照顾了一般

队员的特点。

1966年初，清华大学根

据北京市委的安排派出一批

学生组成工作队，去郊区参

加“四清运动”。文艺社团

单独组成多个工作队到延庆

县永宁公社开展工作，表现

很好，表现出了较强的工作

能力和较高的政策水平。事

实证明，两个集体比一个集

体好，使学生接触面广，兴

趣广泛，思路开阔，全面发展。他们不

仅有文艺特长，而且思想和学习也比较

好，成长了一批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

人才。

蒋南翔校长和校党委对文工团和文化

活动非常重视，这是清华文艺工作开展得

好的首要条件。据我回忆，凡举行学生文

艺演出，只要上面没有会，蒋校长必到

场，而且从不提前退场。有时在校外开会

回校较晚，演出已过半，蒋校长匆匆赶到

大礼堂，兴致勃勃地观看后面的节目。对

学生创作的节目，他都聚精会神地观看，

并当场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当年文工团

结合生活创作了许多生活气息很强的节

目，学生热情很高，但思想单纯，往往有

些片面性。如1958年，话剧队创作了一个

小品，讽刺校医院有的大夫不负责任，无

论谁去看病，都说同一句话：“多喝开

水，注意休息”，大家觉得节目很生动，

蒋校长看演出的时候笑着对我们说：“医

生这句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啊。”我们意识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代表全国政协向清华文工团赠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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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节目有片面性，随即作了修改。在学

生创作的《清华园的早晨》话剧中，在描

写师生下厂参加劳动实践开展教育革命

时，把教师作为保守思想、白专道路的反

面典型，蒋校长看后指出：不要把教师当

作对立面，广大教师是革命的，拥护党的

教育方针的。蒋校长很注意在实践中帮助

年轻的同志领会党的政策，学习辩证法，

全面分析问题。

蒋校长关心学生文化活动真是到了无

微不至的地步。每届新生入学，蒋校长总

要找一些学生座谈，其中必有文体优秀学

生。他对文艺社团的骨干成员（例如吴亭

莉、张剑、肖运鸿、张五球、陈陈等）十

分熟悉，经常问到他们的情况，甚至在他

们毕业多年后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在他生

命弥留之际，20多年前毕业的吴亭莉等去

看望当年的老校长，老校长一下子就认出

了她，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拉着她的手，

沉思良久，情景感人。

1964年，我校学生文艺社团排演富有

教育意义的话剧《年青的一代》时，蒋校

长亲自联系该剧的作者（蒋校长在解放初

任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时曾是该剧的作

者的领导）到清华观看清华学生的演出

并进行指导，蒋校长亲自上台向大家介绍

剧作者。蒋校长还介绍当年著名演员、青

年艺术剧院院长吴雪来清华指导学生文艺 
社团。

据我所知，像蒋校长和清华党委对文

艺工作这样重视，在全国高校中是不多

的。他不是做表面文章，有活动来一下

“表示支持”，而是真正懂得教育、站在

培养人的高度来对待这项工作的真正教育

家，所以看得深，抓得实，有创见，见 
实效。

文工团改名文艺社团 
继续发扬优良作风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出现经济困

难，进入调整时期，学校贯彻以教学为

主。为了避免校内外对清华文工团性质的

误解，蒋校长提出把“学生文工团”改名

为“学生文艺社团”，严格控制课外社会

活动时间。名字虽然改了，但指导思想没

有改，仍然保持了文工团的精神面貌和作

风。由于前一时期文工团给人们留下深刻

的印象，大家对文工团感情很深，在平常

大家还是习惯称“文工团”。人们通常把

1958—1966上半年这个时期的文艺社团统

称为文工团。直到现在，当年毕业的一些

老校友见面时，都会说：“我是清华文工

团的”，可见当年文工团给人们留下印象

之深。

尽管这个时期贯彻以教学为主，不再

进行过多的创作活动，但是大家还是尽量

挤出时间创作了一批反映大学生生活、生

活气息很强的优秀节目，如：合唱队创作

了反映我校水利系真刀真枪结合实际搞

毕业设计的《密云水库大合唱》、反映毕

业生走向工作岗位时豪迈心情的《毕业生

之歌》，话剧队创作了《在革命化的大道

上》，民乐队创作了《毛主席来到咱农

庄》，管弦乐队创作了《劳动赞歌》等。

在清华师生去郊区延庆县参加四清工作的

过程中，由文艺社团骨干组成的“清华大

学四清文工队”发扬了十三陵文工队的精

神，创作了一批反映农村生活和斗争的

节目，在农村和校内外演出多场，反应 
强烈。

从1958年到1966年这八年，是清华大

学学生文艺活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巅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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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无论思想性、艺术性和在校内外的影

响，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不论高校还

是专业团体，都知道清华大学有一个有特

色、高水平的学生文工团。全国高校文艺

会演中，清华的演出始终激动人心、独领

风骚。这在当时的北京乃至全国大学中，

都是十分突出的。清华大学的文艺社团和

学生文化生活的建设，为全国高校的全面

发展教育和学生工作创造了丰富的经验。

许多高校前来取经，了解经验。同时，在

工作中我们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骨干。

对人才培养做出重要的贡献

蒋南翔校长的教育思想已结出了丰硕

的果实。20世纪60年代初期毕业的文工团

骨干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如胡锦

涛（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舞蹈队）、华建

敏（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合唱队）、陈

清泰（国务院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舞

蹈队）、徐锡安（新华社副社长，军乐

队）、胡昭广（北京市原副市长，舞蹈

队） 、秦中一（能源部原总工程师、三

峡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合唱队）等领导

同志，以及马国馨（军乐队）、江欢成

（合唱队）、费维扬（民乐队）、陈念念

（京剧队）等院士。还有一批做出卓越贡

献的著名的专家教授和各级领导干部。

据我观察和分析，在20世纪60年代清

华毕业生中，有两个群体的成才率明显高

于一般学生，一个是政治辅导员，另一

个是文工团。土木系1963年毕业的一个班

中，后来当全国政协委员的有4人，其中

有两人是当年的文工团骨干。

这绝不是偶然的。健康向上的文化艺

术使人朝气蓬勃，催人奋进。尤其是当年

文工团紧密配合思想教育开展宣传教育，

思想性很强，教育者先受教育，他们受教

育的机会比一般同学多。他们能处理好矛

盾，做到学习、思想和文艺都比较好，为

一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总之，有利

于培养全面素质。

文工团凝聚力很强，其成员受到的锻

炼比较多，活动能力较强，有高度的社会

责任感。大家对文工团有很深的感情，许

多文工团员毕业后多年仍然保持联系，坚

持活动。在文工团成立60周年晚会上，同

学们看到平均年龄77岁的当年的文工团员

（有的已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台上激情演

出《鄂尔多斯舞》，深深为他们的精神面

貌感动，人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清华的精

神、文工团的精神。这种团结奋进、乐观

向上的精神，陪伴了他们一生。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前年在

央视“出彩中国人”中演出《我爱你，中

国》，轰动全国甚至海外华人。许多外校

师生说：这个节目只有清华能演出来。他

们在校期间受到全面良好的培养，不仅业

务好、思想好，毕业后事业有贡献，而且

有文艺爱好，他们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又红

又专、全面发展的缩影。

许多人在毕业多年后还深情留恋当年

文工团的经历，说“这是一生中最愉快、

最丰富、最难忘的经历，影响了一生的发

展”。

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创造了丰富的经

验，是清华大学的宝贵财富。衷心希望清

华学生艺术团能继承和发扬清华文工团的

精神，在新时期创造新的经验，为培养人

才做出更大贡献。

2018年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