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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6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清华校

《新清华》工作。在一次对常 教授的

采 时，听他讲了一个古 的 事。1936

年他考入清华，开学时举行新生入学

礼，各人按座位排 依次就座。 定后，

他发现一边 着个 生，一边 着个

生，再看座位 ， 生 陈 （电机

系，后改 陈力为，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

院院士）， 生 陈 （土木系）。他

心中一直 ：“ 们 了， 不 过

来 ”是的，看到 的 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 ”，这 会是个 生 况

且 工科的 生多， 来了个“工科

” 这就难免让人产生 。这正是

陈 同志 入清华时的 。

这一点不奇 。 ，自小好学，有

志报国， 不让 ，最 对 子 的

“ 子与小人难 也”。那时北京师大

附中有 校和 校之分， 在 校学习。

校 校强，当 校开始

生时， 第一批 入 校，一心准备升

学考清华。这时华北 机，国难深重，

“一二 · ”运动 发， 积极参与。

后来回 ， 起那 同学的 勇斗

争，自 影响 考清华而未能全身心

入运动，不免 。在清华 了一年，实

际上一 时间用于学习，一 参加了学生

运动。“ 事 ” 发， 随校 到

了长 。面对日 ，全民 起抗战，

再也按 不住了，就在 京 的第二

天，一个 黑的 ，在一位党员的

下，秘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

和 平同志一道 山西前线参加抗战，

又 到了延安，从此开 革命战斗的

程。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可能与常 、陈

力为大师并肩的优秀工程师 建筑师，

多了一位为革命奉献终身的 的战

士——“ 社会的 人”。

二

我和 同志的相 ，始于1957年

10月我从清华政治理论课调到校 《新

清华》工作。当年 是学校党委副书记兼

校长助理，直接领导《新清华》，历时三

。 留 我们的印 可用二 来形容：

“严格”。 要求我们 党的教育

方针，准确传达校党委的精神，还不时

传指示，审 每一期清样，后来还让

我常年列席校党委常委会，便于直接领会

忆往追思陈舜瑶
○唐绍明（ 2 ）

陈舜瑶学长在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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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 ，了解全局情况。 工作起来十

分 ，有 次 上十点过后我 家

清样，见 然 案工作， 边放着两片

。那时《新清华》一周出2 3期，任

务重，工作 张，为 新 时效，遇 题

随时向 请示，而每次都能得到明确的

复。由于工作开展 利，大家心情

，积极性充分发挥， 物 办 有 。

我们 多次应邀参加北京市委 传工作会

议， 经验。这一切都和 的领导分不

开。北京市委 传部长杨 同志就 对我

：“ ， 有经验，办过报。”我

深切感到，如此三年多的新 ，对我

日后从事 想 传工作帮助极大。

1961年 的工作有了 动，随 平同

志调 位于西安的中央西北局，任西北局

传部副部长。经 提出，组织批准，

学教研组的 宾同志和我也奉调随 ，

分别安排在 传部的高教处和理论处工

作。那时，西北局 传部正部长 位，部

全部工作由 和 今两位副部长领

导， 主持常务， 今分 理论等处。

三年后，我们工作又有了 动， 宾调

延安，任 委书记；我 调 西北局研

究室，参与组建学习组，从此 开了 传

部， 开了 的工作领导， 是，同志的

情 并 有就此 。 

三

同志和 今同志是抗战时期中央

方局的 战友，并肩战斗多年后分别，

现在又走到一起来了，工作上相互支持，

合作无间。工余之 ，我们常听他们满

情地回 方局的革命 事。那时

同志在 方局 传部、统战委员会文化

组工作，结 刘白 、 、 、

等 多在后方的文化 人。此前，在延安

时， 在周 来同志身边工作过一段。

起 是周总理在延安 马受 ， 手 不

能活动，组织上 帮助总理 录文

，记录总理的口授机 。能 在总理身

边工作， 总理的教 ，这是一项多

荣而 福的事， 者无不 ，可

未以此自 ，而以平常心待之。当 听有

传 是总理的秘书时，总会平 地 ：

“不，我不是秘书，是书记员。”

中央 方局驻地在国民党的心 重

庆，是 国民党军 、特务重重包围的

。1941年1月17日这一 ，注定是一

个难忘之 。国民党 动 发动“ 事

”， 余战友受到 、 的

， 身 ， 染 林， 的

到 人 的 ，第二次 共高 达到

峰。当 ，周 来同志召集 方局和办

事处的全体同志开会， 地讲 了“

事 ”经过、当前的形 和我们的对

策，要大家 好应 突然事 的准备，准

备国民党当局对我 方局机关进行 ，

取党的机 —— 、文 、地下党员

单等。要想尽一切办法 分

， 掉党的机 ；只要党的机 能保

住，要 、要关、要 就随他们了。他教

我们： 是不是共产党员， 同志都承

是共产党员， 同志只承 是家属，

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 们党组

织情况，就 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

泽东，这 有支部，书记是周 来；再

还有 负责人，就 有 、

；要再 ，就 不 道，让他们来 周

来 我们要准备 ， 至全体

大家 息 听， 难平，完全明白此时

自 所处的险境， 记党员在生 关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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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的 。外面 黑 重，春寒

。室内 烈， ，

“易水 西风 ，满座 冠似 ，正

士 未 ”， ，这不是 的 别，

是 国民党当局 进攻的临战 师。

，这是 心的一 我是学生出

身的 年， 然见过大 水 ， 面临这

样严 的 斗争大世面还是第一次，

是一场 心动 的 教育课

对我 ，这时我们的党， 不是当

年“四一二” 、“马日事 ”时的党，

经过长期 斗争的 ， 经成 。在

我们心中，有党中央、 主席的正确领

导，有自 的军队，有自 的 据地，又

有广大人民的防卫，再加上当下有周

来、 、 、 等 经考验

的 同志的坚强领导，有 等 同志

勇 斗的 样，大家信心 增，不 前面

有多大 险，一定能 国民党 共高

。特别是周 来同志那大 然的革命

， 为人的道德风 ，奇 智的

斗争 术，更坚定了同志们与 动 拼到

的决心  

今同志是在 方局的 年组工

作，组长刘 世后，他代理组长，负

责联系西 地区 年运动。他们经常接待

进步 年来 ，交谈 想，传 进步书

；西 联大学生李 平（现 李 、

品工业专家）等对此留有深 的记 。

中外的 明“一二 · 一”学生运动

发后，他们 切关注运动的进展，专门听

取西 联大地下党负责同志的汇报，及时

传达 同志的指示，指导“一二 · 一”

学生运动最终取得 辉的 利。他和 方

局所有同志一样，深受周 来的人格 力

的感染，毕生 。当听到周 来 世，

他含 下一首 托 ：“毕生 战

方 ，盛德 世 。

， 场 。 无 ，

心为国 。身后 ，只

爱在神 ”

他们的这 革命斗争经历， 起来

心动 ，听起来 心，使我们受到极

大的教育和 。抗日战争结 后，

同志随中共代表团 战 京，继续在国统

区战斗，直到解放战争 响， 调回东

北解放区，从事 年运动和教育工作，最

后担任东北团委副书记。 今也 了

京， 于 之间，领导上海地区学生

运动，负责联系西 地区地下党的工作，

解放后任共 团中央常委、 传部长。

四

走出校门，来到广 的大西北，

同志要求我们面向 、 、向

民学习，补好“学 ”这一课，还风 地

这 “ ”。 励我到 西

委 点一年有余。

多年以后， 了一本书《 都

记》，1994 年 我一本。该书记

上世纪50至80年代，一 科学工作者在我

国西北 地区防 治 的感人事 。当

时为 建通向西北的大动 ——包兰

路， 先解决防 动 及 路安全

的 题， 道部在宁 中卫 地区

设立了一个治 实验 ，开展防治 路

的研究工作，后发展为 地段 路

治 防护体系， 为“ 都”。30年

来，中国科学院、 道部、林业部的专家

学者，一批又一批地从未间断地驻进这片

地带，为防治 路 出了 的

动，终于集 代人的心 ，集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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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的 ，集工 技术人员的实

于一体，使 路 这一 人生 的难

题，在理论上、实 上得到解决，为

科学的研究、为治理 的事业 出了重

大的贡献。书中有对他们工作、生活的记

，有对科学研究的探索，有文学 调的

发，有新 报道的细 ，以及工作经验

的总结和 示。这是五代治 先 者为防

治 路 而 难创业的一 也是

对他们为中国 科学领域开 创新的一

书出 后编入《中国大西北》

书（1990年， 人民出 社），习

同志特为 书 了《前 》。

我 《 都 记》，深受感动，不

是 为这书 得 观 实、 境高远，更

有感于 同志那 记使命、勇于探索、

不 求的革命精神。 不顾自身年高体

，放下身段，深入 、 林、

曼等 处防 地考察了解， 在 现

场指导工作，与中 年科技工作者座谈交

流， 细 有关论文和专著。回到北京

后还一直 记着 区，帮助解决工作中的

难题，最后还完成这样一部史 的全纪

录。 本对 分子十分 ，这次 是

对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 分子的特别关

注，对他们的学 、志向、毅力、困 和

情 ，详尽地 以报道，对他们不 使

命、团结协作、忘我奉献、 福人民的

大精神和 成就表示高度 。

书 到最后， 情不自 出一

，可 《 条礼 》：“ 、

条、 、 ， 无华，深 不

， 深 ， 强坚 ； 索取最少，

奉献一切： 无 ， 然自得；

不 长在 供人 ， 在天

战风 ； 勇作先 ， 成身 ， 尽

， 而不 ，留得 ； 是

治 人的好伴友，是他们的 ，是他们

的 爱，也是他们的 友，不

要 只有风 有 ，请 一

， 一 条，献 世的、健在的、

志愿献身于斗风 的人们 ” 热情

生活中的 ， 平 中的 大，

众中的 ， 社会主 建设中

的国家 ，充分表现了 对革命事业的

无 ，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

务的 心和本 。 是我们学习的 样

五

“文革”后， 先是 了 委

传部，后调北京，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

务委员、顾 ， 政策研究工作。80年代

，一 原西北局同志回到北京，和 见

面机会多了。 届高 ， 身体

健，精神 ，回 事，感 。

回 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

后， 和 同志一起奉调来清华大

学工作，任校长助理、副教务长、校党委

副书记，协助 同志探索新形 下办学

的方向、教学的改革，1961年 开清华。

在清华工作8年多，和清华结下了不解之

。正如 后来回 “清华 ”时所 ：

我爱清华，我爱清华人，清华的记 像校



খঐ࣎Ԥ

清华校友通讯126

回 清华成了 年生活的一

快事， 至不 之 至。

记得，进校之前， 同 同志一

起 东北工业 地参观考察，看工 ，看

设备，和技术人员、清华毕业生座谈，探

讨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社

会主 经济建设，需要 样的人

对工科大学办学有 要求 在 ，他

们看到 传表扬一位 年工程师林 。

经过了解，林是从西 联大入学、在清华

毕业，受到良好的 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训

练，能和工人 成一片，生产上发挥重要

作用，获得“ 动模 ” 号。正是从林

，以及这样一批先进工作者身上，他

们看到清华毕业生应当 有的德 兼备的

品格，从而产生“又 又专”的大学培

目标的设想，产生用自 的力量培 自

的专家学者的决心和信心。

回 清华 “ ”毕业设计

的改革，是教学工作 理论联系实际方

针的很好体现。 重点工 、企业的先进

设计任务 到学校作为教学任务来 ，学

时延长一年， 可以使学生得到全面的理

论和实际的 ，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

这不是一 实际工作 所能 的。为

此要 开 步，开门办学， 每年都会

出一定时间 联系有关 市领导、产业界

同志，帮助 来合适的实习项目。每当看

到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 位，很快适应环

境，当上技术员、工程师、 长、经理，

在生产中发挥 来 大的作用， 由衷地

感到 。 

回 学生政治 导员 度的建立，

是在新形 下加强学生 想政治工作的一

项创举。从学生中选 政治 导员， 要

想好，还要学习好， 到“双肩挑”，

成为学生中的表率。 想政治工作

用一部分学习时间，应 补学习不足，

让他们推 一年毕业。这关系到国家的用

人计划，涉及国家计委、教育部、 政部

和民政部等多个部门的协同， 经中央批

准。为此 同 同志一道 向时任中

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习 同志请

示汇报。 

回 ， 到清华工作，

一次领工资，是按学校 员系列

的，工作人员对 ：“ 这是清

华 员 最高的了。” 发现这

和党政干部系列、学校教师系列的

待遇相 大。由于长期受 社会

见的影响，学校 员，也就是行

政人员，不 工资低，社会地位也

不高，积极性受到很大 。 及

时向 同志 了 。经过调查

研究，他们 为，在大学 ，强调

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不应 视行

政人员不可 代的重要作用，应

同样 重。后来 同志提出教师

1992 年校庆，陈舜瑶学长返校与刘达校长等校领导

合影。左起：解沛基、陈舜瑶、方惠坚、刘达、李传信、

胡健、刘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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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员是一辆车子的“两个 子”的

想，并且加强了全校 工的工作，充分调动

全校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大 进”中的

“五马 ”——行政战线就有一份贡献。 

六

是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 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与共和国第一

部 法的讨论 定。 还多次作为国家高

代表团成员，出席国际会议。 一向

平和低调，不事张扬，不 利，讲求实

干， 奉献。 克 奉公，清 自 ，

家教严明，风清 正。 平等待人，同志情

深，尤为关爱年 人，受到大家的 重。  

2019年7月31日， 走完了102年人生

历程， 鹤西 。回顾 那 、正直、

奉献的灿 一生， 者福 我们和

的交 ， 然只是 长人生中的片

段， 永远结下了 的友 ，受到深

的教 ，我们感 我们 在我

们心中， 始终是一位良师 友，永远留

在我们的记                    2020年2月

我的父亲——杰出的化学家和教育家孙承谔
○孙捷先（ ）

我 承 生于1911年 革命

发生那年， 世于1991年改革开放时期。

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为动 的年

代。前 生，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

留学，尽展 华，在化学研究上 出杰出

贡献，在世界物理化学界 。回国

后也为实现科学和教育救国的理想，

斗， 尽全力。后 生，他为北京大学

的发展和建设 尽 ， 经多次政治运

动的 难， 不 地 身教学、科研

和北大化学系的 理， ，为人师

表， 李满天下。他以身作 ， 谨 ，

关爱教 员工和学生，深受大家 爱。

我家 居山东济宁。清 时，济宁

家 三代人中出了多个举人、进士、

、状元，出任 大 要 ，

居一品。与 家常为 ，家 文化

水 交融。民国时，家风依 ，重教

德。我 （1877—1957）,

， 年留学日本学法律，参加过同

会， 在山东 府任 。我

（1875—1961）是 夫子 十六代后 。

1923年 承 12 时，便步哥哥 承 后

，考上清华学校。

1929年，18 的 承 从清华毕业

后，公 到 国 斯康 大学化学系留

学，两年后 到学士学位。1933年他22 ，

获得 学博士学位。次年 为普林斯

一

二
五
年
在
清
华
学
校

书
的
孙
承
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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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6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清华校

《新清华》工作。在一次对常 教授的

采 时，听他讲了一个古 的 事。1936

年他考入清华，开学时举行新生入学

礼，各人按座位排 依次就座。 定后，

他发现一边 着个 生，一边 着个

生，再看座位 ， 生 陈 （电机

系，后改 陈力为，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

院院士）， 生 陈 （土木系）。他

心中一直 ：“ 们 了， 不 过

来 ”是的，看到 的 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 ”，这 会是个 生 况

且 工科的 生多， 来了个“工科

” 这就难免让人产生 。这正是

陈 同志 入清华时的 。

这一点不奇 。 ，自小好学，有

志报国， 不让 ，最 对 子 的

“ 子与小人难 也”。那时北京师大

附中有 校和 校之分， 在 校学习。

校 校强，当 校开始

生时， 第一批 入 校，一心准备升

学考清华。这时华北 机，国难深重，

“一二 · ”运动 发， 积极参与。

后来回 ， 起那 同学的 勇斗

争，自 影响 考清华而未能全身心

入运动，不免 。在清华 了一年，实

际上一 时间用于学习，一 参加了学生

运动。“ 事 ” 发， 随校 到

了长 。面对日 ，全民 起抗战，

再也按 不住了，就在 京 的第二

天，一个 黑的 ，在一位党员的

下，秘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

和 平同志一道 山西前线参加抗战，

又 到了延安，从此开 革命战斗的

程。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可能与常 、陈

力为大师并肩的优秀工程师 建筑师，

多了一位为革命奉献终身的 的战

士——“ 社会的 人”。

二

我和 同志的相 ，始于1957年

10月我从清华政治理论课调到校 《新

清华》工作。当年 是学校党委副书记兼

校长助理，直接领导《新清华》，历时三

。 留 我们的印 可用二 来形容：

“严格”。 要求我们 党的教育

方针，准确传达校党委的精神，还不时

传指示，审 每一期清样，后来还让

我常年列席校党委常委会，便于直接领会

忆往追思陈舜瑶
○唐绍明（ 2 ）

陈舜瑶学长在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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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 ，了解全局情况。 工作起来十

分 ，有 次 上十点过后我 家

清样，见 然 案工作， 边放着两片

。那时《新清华》一周出2 3期，任

务重，工作 张，为 新 时效，遇 题

随时向 请示，而每次都能得到明确的

复。由于工作开展 利，大家心情

，积极性充分发挥， 物 办 有 。

我们 多次应邀参加北京市委 传工作会

议， 经验。这一切都和 的领导分不

开。北京市委 传部长杨 同志就 对我

：“ ， 有经验，办过报。”我

深切感到，如此三年多的新 ，对我

日后从事 想 传工作帮助极大。

1961年 的工作有了 动，随 平同

志调 位于西安的中央西北局，任西北局

传部副部长。经 提出，组织批准，

学教研组的 宾同志和我也奉调随 ，

分别安排在 传部的高教处和理论处工

作。那时，西北局 传部正部长 位，部

全部工作由 和 今两位副部长领

导， 主持常务， 今分 理论等处。

三年后，我们工作又有了 动， 宾调

延安，任 委书记；我 调 西北局研

究室，参与组建学习组，从此 开了 传

部， 开了 的工作领导， 是，同志的

情 并 有就此 。 

三

同志和 今同志是抗战时期中央

方局的 战友，并肩战斗多年后分别，

现在又走到一起来了，工作上相互支持，

合作无间。工余之 ，我们常听他们满

情地回 方局的革命 事。那时

同志在 方局 传部、统战委员会文化

组工作，结 刘白 、 、 、

等 多在后方的文化 人。此前，在延安

时， 在周 来同志身边工作过一段。

起 是周总理在延安 马受 ， 手 不

能活动，组织上 帮助总理 录文

，记录总理的口授机 。能 在总理身

边工作， 总理的教 ，这是一项多

荣而 福的事， 者无不 ，可

未以此自 ，而以平常心待之。当 听有

传 是总理的秘书时，总会平 地 ：

“不，我不是秘书，是书记员。”

中央 方局驻地在国民党的心 重

庆，是 国民党军 、特务重重包围的

。1941年1月17日这一 ，注定是一

个难忘之 。国民党 动 发动“ 事

”， 余战友受到 、 的

， 身 ， 染 林， 的

到 人 的 ，第二次 共高 达到

峰。当 ，周 来同志召集 方局和办

事处的全体同志开会， 地讲 了“

事 ”经过、当前的形 和我们的对

策，要大家 好应 突然事 的准备，准

备国民党当局对我 方局机关进行 ，

取党的机 —— 、文 、地下党员

单等。要想尽一切办法 分

， 掉党的机 ；只要党的机 能保

住，要 、要关、要 就随他们了。他教

我们： 是不是共产党员， 同志都承

是共产党员， 同志只承 是家属，

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 们党组

织情况，就 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

泽东，这 有支部，书记是周 来；再

还有 负责人，就 有 、

；要再 ，就 不 道，让他们来 周

来 我们要准备 ， 至全体

大家 息 听， 难平，完全明白此时

自 所处的险境， 记党员在生 关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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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的 。外面 黑 重，春寒

。室内 烈， ，

“易水 西风 ，满座 冠似 ，正

士 未 ”， ，这不是 的 别，

是 国民党当局 进攻的临战 师。

，这是 心的一 我是学生出

身的 年， 然见过大 水 ， 面临这

样严 的 斗争大世面还是第一次，

是一场 心动 的 教育课

对我 ，这时我们的党， 不是当

年“四一二” 、“马日事 ”时的党，

经过长期 斗争的 ， 经成 。在

我们心中，有党中央、 主席的正确领

导，有自 的军队，有自 的 据地，又

有广大人民的防卫，再加上当下有周

来、 、 、 等 经考验

的 同志的坚强领导，有 等 同志

勇 斗的 样，大家信心 增，不 前面

有多大 险，一定能 国民党 共高

。特别是周 来同志那大 然的革命

， 为人的道德风 ，奇 智的

斗争 术，更坚定了同志们与 动 拼到

的决心  

今同志是在 方局的 年组工

作，组长刘 世后，他代理组长，负

责联系西 地区 年运动。他们经常接待

进步 年来 ，交谈 想，传 进步书

；西 联大学生李 平（现 李 、

品工业专家）等对此留有深 的记 。

中外的 明“一二 · 一”学生运动

发后，他们 切关注运动的进展，专门听

取西 联大地下党负责同志的汇报，及时

传达 同志的指示，指导“一二 · 一”

学生运动最终取得 辉的 利。他和 方

局所有同志一样，深受周 来的人格 力

的感染，毕生 。当听到周 来 世，

他含 下一首 托 ：“毕生 战

方 ，盛德 世 。

， 场 。 无 ，

心为国 。身后 ，只

爱在神 ”

他们的这 革命斗争经历， 起来

心动 ，听起来 心，使我们受到极

大的教育和 。抗日战争结 后，

同志随中共代表团 战 京，继续在国统

区战斗，直到解放战争 响， 调回东

北解放区，从事 年运动和教育工作，最

后担任东北团委副书记。 今也 了

京， 于 之间，领导上海地区学生

运动，负责联系西 地区地下党的工作，

解放后任共 团中央常委、 传部长。

四

走出校门，来到广 的大西北，

同志要求我们面向 、 、向

民学习，补好“学 ”这一课，还风 地

这 “ ”。 励我到 西

委 点一年有余。

多年以后， 了一本书《 都

记》，1994 年 我一本。该书记

上世纪50至80年代，一 科学工作者在我

国西北 地区防 治 的感人事 。当

时为 建通向西北的大动 ——包兰

路， 先解决防 动 及 路安全

的 题， 道部在宁 中卫 地区

设立了一个治 实验 ，开展防治 路

的研究工作，后发展为 地段 路

治 防护体系， 为“ 都”。30年

来，中国科学院、 道部、林业部的专家

学者，一批又一批地从未间断地驻进这片

地带，为防治 路 出了 的

动，终于集 代人的心 ，集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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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的 ，集工 技术人员的实

于一体，使 路 这一 人生 的难

题，在理论上、实 上得到解决，为

科学的研究、为治理 的事业 出了重

大的贡献。书中有对他们工作、生活的记

，有对科学研究的探索，有文学 调的

发，有新 报道的细 ，以及工作经验

的总结和 示。这是五代治 先 者为防

治 路 而 难创业的一 也是

对他们为中国 科学领域开 创新的一

书出 后编入《中国大西北》

书（1990年， 人民出 社），习

同志特为 书 了《前 》。

我 《 都 记》，深受感动，不

是 为这书 得 观 实、 境高远，更

有感于 同志那 记使命、勇于探索、

不 求的革命精神。 不顾自身年高体

，放下身段，深入 、 林、

曼等 处防 地考察了解， 在 现

场指导工作，与中 年科技工作者座谈交

流， 细 有关论文和专著。回到北京

后还一直 记着 区，帮助解决工作中的

难题，最后还完成这样一部史 的全纪

录。 本对 分子十分 ，这次 是

对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 分子的特别关

注，对他们的学 、志向、毅力、困 和

情 ，详尽地 以报道，对他们不 使

命、团结协作、忘我奉献、 福人民的

大精神和 成就表示高度 。

书 到最后， 情不自 出一

，可 《 条礼 》：“ 、

条、 、 ， 无华，深 不

， 深 ， 强坚 ； 索取最少，

奉献一切： 无 ， 然自得；

不 长在 供人 ， 在天

战风 ； 勇作先 ， 成身 ， 尽

， 而不 ，留得 ； 是

治 人的好伴友，是他们的 ，是他们

的 爱，也是他们的 友，不

要 只有风 有 ，请 一

， 一 条，献 世的、健在的、

志愿献身于斗风 的人们 ” 热情

生活中的 ， 平 中的 大，

众中的 ， 社会主 建设中

的国家 ，充分表现了 对革命事业的

无 ，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

务的 心和本 。 是我们学习的 样

五

“文革”后， 先是 了 委

传部，后调北京，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

务委员、顾 ， 政策研究工作。80年代

，一 原西北局同志回到北京，和 见

面机会多了。 届高 ， 身体

健，精神 ，回 事，感 。

回 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

后， 和 同志一起奉调来清华大

学工作，任校长助理、副教务长、校党委

副书记，协助 同志探索新形 下办学

的方向、教学的改革，1961年 开清华。

在清华工作8年多，和清华结下了不解之

。正如 后来回 “清华 ”时所 ：

我爱清华，我爱清华人，清华的记 像校



খঐ࣎Ԥ

清华校友通讯126

回 清华成了 年生活的一

快事， 至不 之 至。

记得，进校之前， 同 同志一

起 东北工业 地参观考察，看工 ，看

设备，和技术人员、清华毕业生座谈，探

讨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社

会主 经济建设，需要 样的人

对工科大学办学有 要求 在 ，他

们看到 传表扬一位 年工程师林 。

经过了解，林是从西 联大入学、在清华

毕业，受到良好的 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训

练，能和工人 成一片，生产上发挥重要

作用，获得“ 动模 ” 号。正是从林

，以及这样一批先进工作者身上，他

们看到清华毕业生应当 有的德 兼备的

品格，从而产生“又 又专”的大学培

目标的设想，产生用自 的力量培 自

的专家学者的决心和信心。

回 清华 “ ”毕业设计

的改革，是教学工作 理论联系实际方

针的很好体现。 重点工 、企业的先进

设计任务 到学校作为教学任务来 ，学

时延长一年， 可以使学生得到全面的理

论和实际的 ，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

这不是一 实际工作 所能 的。为

此要 开 步，开门办学， 每年都会

出一定时间 联系有关 市领导、产业界

同志，帮助 来合适的实习项目。每当看

到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 位，很快适应环

境，当上技术员、工程师、 长、经理，

在生产中发挥 来 大的作用， 由衷地

感到 。 

回 学生政治 导员 度的建立，

是在新形 下加强学生 想政治工作的一

项创举。从学生中选 政治 导员， 要

想好，还要学习好， 到“双肩挑”，

成为学生中的表率。 想政治工作

用一部分学习时间，应 补学习不足，

让他们推 一年毕业。这关系到国家的用

人计划，涉及国家计委、教育部、 政部

和民政部等多个部门的协同， 经中央批

准。为此 同 同志一道 向时任中

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习 同志请

示汇报。 

回 ， 到清华工作，

一次领工资，是按学校 员系列

的，工作人员对 ：“ 这是清

华 员 最高的了。” 发现这

和党政干部系列、学校教师系列的

待遇相 大。由于长期受 社会

见的影响，学校 员，也就是行

政人员，不 工资低，社会地位也

不高，积极性受到很大 。 及

时向 同志 了 。经过调查

研究，他们 为，在大学 ，强调

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不应 视行

政人员不可 代的重要作用，应

同样 重。后来 同志提出教师

1992 年校庆，陈舜瑶学长返校与刘达校长等校领导

合影。左起：解沛基、陈舜瑶、方惠坚、刘达、李传信、

胡健、刘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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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员是一辆车子的“两个 子”的

想，并且加强了全校 工的工作，充分调动

全校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大 进”中的

“五马 ”——行政战线就有一份贡献。 

六

是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 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与共和国第一

部 法的讨论 定。 还多次作为国家高

代表团成员，出席国际会议。 一向

平和低调，不事张扬，不 利，讲求实

干， 奉献。 克 奉公，清 自 ，

家教严明，风清 正。 平等待人，同志情

深，尤为关爱年 人，受到大家的 重。  

2019年7月31日， 走完了102年人生

历程， 鹤西 。回顾 那 、正直、

奉献的灿 一生， 者福 我们和

的交 ， 然只是 长人生中的片

段， 永远结下了 的友 ，受到深

的教 ，我们感 我们 在我

们心中， 始终是一位良师 友，永远留

在我们的记                    2020年2月

我的父亲——杰出的化学家和教育家孙承谔
○孙捷先（ ）

我 承 生于1911年 革命

发生那年， 世于1991年改革开放时期。

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为动 的年

代。前 生，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

留学，尽展 华，在化学研究上 出杰出

贡献，在世界物理化学界 。回国

后也为实现科学和教育救国的理想，

斗， 尽全力。后 生，他为北京大学

的发展和建设 尽 ， 经多次政治运

动的 难， 不 地 身教学、科研

和北大化学系的 理， ，为人师

表， 李满天下。他以身作 ， 谨 ，

关爱教 员工和学生，深受大家 爱。

我家 居山东济宁。清 时，济宁

家 三代人中出了多个举人、进士、

、状元，出任 大 要 ，

居一品。与 家常为 ，家 文化

水 交融。民国时，家风依 ，重教

德。我 （1877—1957）,

， 年留学日本学法律，参加过同

会， 在山东 府任 。我

（1875—1961）是 夫子 十六代后 。

1923年 承 12 时，便步哥哥 承 后

，考上清华学校。

1929年，18 的 承 从清华毕业

后，公 到 国 斯康 大学化学系留

学，两年后 到学士学位。1933年他22 ，

获得 学博士学位。次年 为普林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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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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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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