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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式的 号，到 么样的表示方法，直

到文字、标点 号，让我学会了到 该怎

样做学问，怎样写文章，这样 我一步一

步地带入学术界。”而恩师的关切与支持

也持续到了江院士职业生涯的重要时刻，

在他带的第一个研究生论文评 、博士

论文答 时，王先生都亲自出席，令其

终身 。

于王补宣而言，培养人才 已经成

为了一种超越职业的使命。 自身高龄担

心自己不能全程指导研究生完成学业，给

他们带来不 ，王补宣本打算2002年后不

再亲自招收新的研究生， 是坚持参加工

程热物理研究所所有研究生的论文答 。

但是2009年 期，博士毕业留校工作的学

生彭晓峰教授 然辞世，王补宣立即主动

承担了他留下的5名博士生的指导工作，

其中还包括两位学业上存在一定困 的学

生，直到2012年最后一名学生顺利如期毕

业。博士生赵 杰还获得校级优秀博士论

文奖和“教育部学术新人”称号。

了学术上的指导外，王补宣还传

给了学生们 立的学者精神。热能系李

明教授回忆说，从他留校工作的第一天

起，王补宣就告 他要学会 立做事。王

补宣会 细 他们 改各种 报告和论

文文本，但从来不会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

为学生 取任何资源或名分。

李 明 佩道：“或 有人会说，王

先生是一个 不 合时 的人。但他是

一个地道的学者，我们都很佩服他。怎么

做学问，怎么做人，王先生确实给我们作

出了很好的榜样。”

（转自公众号《清华研读间》）

陈舜瑶学长逝世  享年 102 岁

清华大学1936级校友、清华大学原党

委副书记陈舜瑶同志， 病于2019年7月

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陈舜瑶，女，祖籍福建省福州市，

1917年9月生于山东济南。1936年9月考入

清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学习，1937年12月

在长 时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1939年在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

1940年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统

一战线委员会文化组和南京中共代表团工

作。1947—1948年任 尔 市女中校长、

中教局局长，后在 尔 市委宣传部工作。

1949年起，历任东北团委宣传部副部

长、部长、副书记。1953年起，历任清华

大学副教务长、校长助理、党委副书记。

1961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

长、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81—1988

年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顾问。

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

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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