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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制的变化，就发生了两届学生同

一年毕业的情况。正如《零零阁记》中

所说，“本届学子1620人于1965年9月
入学，适逢清华学制由6年改为5年，故

与1964年入学之学长同于1970年毕业。

1964级学长以‘0’字编班，本届学子

则冠以‘00’之特称。”1970年工农兵

学员入校至今，清华大学开始以入学年

号编届，比如“4字班”是指1974年、

1984年、1994年、2004年入学的本科

生，也称为1974级、1984级、1994级、

2004级。现在大家约定成俗，认定以入

学年号为级，毕业年号为届。比如胡锦

涛学长那一届毕业于1965年（6年制）

称为1965届，亦称1959级。再往前，解

放前，清华大学以毕业年号编届，但称

为“级”。比如1948级，是指1948年毕

业、1944年入学的那一届校友。

以入学年号编届，“一劳永逸”地避

免了“以毕业年号编届”可能出现的两个

年级同时毕业造成的尴尬，“00字班”就

成了清华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届号。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要强盛，

人民要富裕，急需发展工业、发展国防、

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教育等。国家开始执

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缺乏人才，也需

留学国外的科技人员回国参加建设。经过

中美日内瓦大使级谈判，1955年钱学森等

一批爱国学者冲破美国政府重重阻拦返回

祖国，他们大部分留在科学院和各部委工

作。这年7月，留美博士、计算机专家周

寿宪先生回到祖国。1955年11月，有志于

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周先生选择到清华大学

无线电系任教。

周寿宪先生1925年出生于江苏淮安，

1946年从重庆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1947
年赴美留学，1949年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

电讯系硕士学位，1951年又获得该校博士

学位。毕业以后，在美国从事计算机方面

的研究工作，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做过磁芯

移位寄存器方面的研究。在美期间，积极

从事爱国活动，1955年7月，冲破美国政

府阻碍，在中国政府帮助下返回祖国，决

心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1955年11月来到清华无线电系后，因

为当时不具备科研条件，主要工作是筹备

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周先生努力了解国

家发展需要，关心学校发展方向，结合国

外发展情况，积极向清华和无线电系提出

计算机专业的第一位老师和第一批学生

○谢树煜（1959 届自控）

1956 年 11月，周寿宪先生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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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其后，1956年2月25日，清华大学

向教育部呈报十二年规划中准备设置的新

专业草案，草案中包括无线电系提出的设

置电子计算机专业的意见，其中蕴含着周

先生的重要作用。

1956年3月31日，高等教育部以（56） 
工普字第682号文件批复称：“电子计算

机专业，同意你校意见，提前于今年设

置”。并称“我部初步意见，认为你校今

后设置的新专业原则上是其他学校设置比

较困难的专业”。把清华大学1956年度本

科招生计划中电子计算机专业招收30人，

改为60人，足见国家用人之迫切。教育部

认为清华是设置计算机专业条件较好的学

校，这当然与周寿宪先生有关。根据教育

部批复，清华当即决定在无线电系开办电

子计算机专业。1956年暑假招收一年级新

生60名，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并决定

立即从即将完成一、二年级学业的班级中

各抽调30名学生到无线电系，转入电子计

算机专业二、三年级学习。当时无线电系

系主任是孟昭英教授，党总支书记是李传

信。这是教育部正式批准

成立的我国第一个电子计

算机专业。

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

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规

划。1956年春亲自主持科

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编

制工作。3月14日，任命

陈毅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

员会主任，李富春、郭沫

若、薄一波、李四光为副

主任。邀请全国600多位

科学家参加制定国家十二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

划，聘请参加规划的16位苏联专家3月29
日到京。周寿宪先生代表清华大学参加了

华罗庚教授领导的“计算技术与数学规划

组”的规划工作，历时半年。毛泽东主席

和中央领导人1956年6月14日在中南海接

见全体科学家。8月21日最后形成规划纲

要的4个附件，完成规划编制任务。1956
年8月下旬，陈毅主持科学规划委员会扩

大会对十二年科技规划进行结论性讨论。

会议最后形成《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

展远景规划纲要》及4个附件，其中一个

附件是把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和

自动控制列为1956年的紧急措施。周先生

在计算机事业发展规划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1956年10月29日，陈毅和科学规划委

提出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

告》以及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的十二年科学

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1956年
12月20日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执行。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

案的附件，包括重要科学任务说明书、基

础科学规划说明书、重要任务和中心问

1959 年，计 9班荣获先进集体称号在二校门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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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称一览等。其第三个附件是《1956年
紧急措施和1957年研究计划要点》。其中

包括：建立计算技术研究所、培养计算机

技术骨干、派实习生研究生去苏联学习、

派技术考察团赴苏联考察、国内举办计算

机培训班等。1956年6月19日，兼任科学

院数学所所长的华罗庚邀请留学回国的计

算机专家吴几康、范新弼、夏培肃等座谈

如何发展我国计算技术事宜。1956年8月
25日，国务院批准科学院成立的计算技术

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西苑旅社诞生，华罗

庚教授任筹委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赵访

熊、周寿宪为兼职委员。

清华大学根据教育部指示积极筹办电

子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学生等待1956年暑

假招生，挑选的二年级学生不需要补课。

三年级学生怎么安排？1956年6月底，即

将结束二年级课程学习的清华动力系二十

多名学生接到学校通知，根据国家需要，

要求我们当时转入无线电系电子计算机专

业三年级学习。因为我们原来属于机械

类，转入电类三年级，还需补学若干电类

课程。学校决定我们暑期不放假，7月开

始上课，地点在三院教室，由陈德问老师

讲“近似计算”、夏绍玮老师讲“电工基

础”等。为了满足国家对计算机人才需

求，经过协商，科学院与清华合办的计算

机训练班暑假开始抽调学生，生源由清

华、交大在完成三年级课程的学生中挑

选，又叫计算所训练班，应是四年级。这

个班后来清华称计7（1957年7月从电机系

毕业）。显然，清华大学是不能抽调交通

大学学生的。这些学生是在暑假实习时

直接从外地来清华报到的。1956年8月30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了有关清华

电子计算机专业开办的情况。根据规划，

计算所共举办四届计算机训练班，第一

届训练班与清华合办，从1956年秋开始，

1957年夏结束。计算机训练班的教学工作

由夏培肃、黄玉珩负责。课程内容主要有

计算机原理、电路技术、程序设计等。周

寿宪先生为训练班讲授计算机控制器。这

届训练班清华也叫计7班。

根据国家规划，1956年9月，中国派

遣计算机专家代表团赴苏考察。闵乃大任

团长，王正任副团长。团员有吴几康、范

新弼、夏培肃、周寿宪及翻译等15人。代

表团深入考察了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及计

算技术研究所，内容包括建所经验、科学

研究、生产调试、工业和特殊应用等。详

细考察了M20、БЭCM大型通用计算机的

研制情况，以及结构工艺、半导体器件、

磁元件、实验工厂、计算中心等，还包括

干部培养、开办培训班、高校计算机专业

建设等。周先生深入了解苏联研制的大型

计算机的技术方案、调试过程等内容。每

人侧重面与其工作背景相一致。清华金兰

老师当时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念研究生，等

待学位答辩。中国计算机专家代表团缺少

一位专业俄语翻译，考察团团长闵乃大原

来也是清华电机系老师，就请金兰担任专

业俄语翻译，随代表团进行了全程深入考

察和学习。考察团在苏考察时间长达两个

多月，年底回国。这批专家为我国计算机

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为中国第一

台每秒万次计算机的研制做出重要贡献。

周寿宪先生回清华后，他也是随着电子计

算机专业从无线电系转到电机系的唯一的

一位老师。他是清华大学提出建立电子计

算机专业、起草计算机专业的培养方案的

参与者。他是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的

倡导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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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计算机专业三年级学生由三部

分组成：动力系人数最多有25人，电机

系4人，机械系4人共33人，一起组成计91
班。这是无线电系电子计算机专业第一批

学生。根据学校安排，1956年10月，电子

计算机专业由无线电系转入电机系。计算

机专业归钟士模教授领导的510教研组管

理。当时电机系系主任是章名涛教授，党

总支书记是吕森，钟士模教授是电机系副

系主任。1956年底清华任命两位计算机专

家担任510教研组副主任，一位是1946年
中央大学毕业的留美博士周寿宪副教授，

负责数字计算机方面的工作；一位是1949
年清华毕业的留苏副博士金兰副教授，负

责模拟计算机方面的工作。周先生给我们

讲脉冲技术、数字计算机原理，金老师讲

模拟技术模拟计算机原理。电子计算机专

业的名称学习苏联，后来改称“数学计算

仪器与装置”专业，代号504专业，我们

的班号改为50491。很多著名教师给我们

上过课，如钟士模教授讲“调节原理”，

童诗白教授讲“电子技术基础”，唐统一

教授讲“电工量计”，艾维超教授讲“电

机学”等。60年过去了，很多老师都已作

古，但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恍如昨日，老师

们的教诲常驻于心。我们应该记住昨天，

永远记着他们。

1958年6月13日，聂荣臻副总理批准

了教育部黄松龄副部长关于导弹专业部署

的报告，同意大力加强清华原有的专业，

发展方向广泛一些，军民两用。为了更

好地适应航天技术和原子能技术发展的需

要，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于1958年7月3日
决定成立自动控制系，包括原属电机系的

自动学远动学和计算机两个专业，我们又

成为自动控制系的第一批成员。自动控制

系的系主任是钟士模教授，与电机系一起

成立一个党总支，书记是凌瑞骥。

为了满足国防工业发展需要，1958
年9月15日，中共中央中发【58】792的
通知中，决定从全国十余所重点高等学

校四、五年级中抽调280多名学生到清华

大学学习自动控制专业和计算机专业。

国防部、二机部与清华大学立即组织人

员去有关省市抽调学生。我参加了去哈

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选拔工作。这批从

各校电机系和精密仪器系

四、五年级抽调的学生，

于1958年10月到清华报到。

这时四年级增加到10个班，

其中计算机专业3个班。五

年级4个班，其中计算机1个 
班，还是我们原来的计91
班，新班号是自904。新分

来的8位计算机专业五年级

学生，由于所缺计算机课程

较多，课程上与四年级合班

上课，最后延期毕业。作为

毕业设计，自904班最后一1959 年 5月计 9班同学访问徐特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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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要任务是承担大型911计算机和程控

计算机等的研制。1959年7月，自904毕
业了，这是清华计算机专业第一个五年

制毕业班。由于在毕业设计中的优异表

现，这个班获得了清华大学先进集体的

荣誉称号。

自904班在建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唐美刚等5人服从需要提前毕业参加

建系工作。毕业时张厥标、明芳立等8人
到国防部五院（航天部），苏伯珙、周明

德等包括提前抽调的共15人留校，罗翰臣

等3人到二机部原子能所、九院，吴成禧

到国防科大，寿福明到总参53所，黄孝康

到738厂，林兴亚等2人到西北军事电讯工

程学院工作。

60年过去了，大家在不同岗位上兢兢

业业 ，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们无愧于清

华的培养，无愧于人民的期望，无愧于朝

夕相处的集体。
2018 年 9 月，计 9 班同学参加计算机系

建立 60 年活动留影，前排左 1为谢树煜

专利制度实施日 清华盛开科技花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吴荫芳（1961 届动力）

专利制度是世界上广泛通行的利用法

律和经济手段推进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

制度，已有三百多年历史。近年来，伴随

国际范围的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

发展，以专利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已成为发

达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成为国际竞争和

竞相争夺的制高点。我国专利制度由于种

种原因，起步较晚，争论多，发展曲折。

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家政协礼堂曾举办

为期三天的专题大讨论，来自科技、教

育、经济、政法等各界专家和主管领导，

热烈争论后形成共识，尽快建立具有中国

特色的专利制度，以利参与国际范围的科

技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和发展。我和北大等

高校代表有幸参会。1984年3月12日我国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5年
4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

家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

1985年4月1日，是我国科技史上有重

要意义的纪念日，标志着为海内外科技人

员和高新技术企业创建了广阔的发明创新

舞台；依据专利法规定的“申请在先”原

则，这一天也成为广大发明者争抢申请的

盛大节日和激烈竞争日。对具有人才、科

技传统优势的清华大学，专利法实施的第

一天，便催生了一大批高质量、有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