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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49年10月1日建立由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新中国为 志，是我国由 民地

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 的时期。

此时，我在清华大学上学，这也是我个人

历史发生 的时期，即由一个不闻时事

的学生 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

我于1929年2月出生于今 波市

以王 家族为主的 ，后来在这个

家族办的 本学校上小学。

1940年日本 领 波 后，我去上

海，和一个年近70岁的亲 在一起，并

在当时的 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学。这个

亲 在 南 开了一个 科学仪 的商

。我去时，他已把商 的经 交给他的

堂 ，他 在商 的四楼上，看书、写

书、 书。两 子，靠 地方，自地面

到 ， 是一个个大书 ， 上 名

为“ 室 书”。 的 是线 书，仅

《二十四史》就有不同版本的三部。

他的也 是一 子，年 一 的也是

子的后代，如章太炎之子。我在 一

里学 、看书。 了上学、春节时到

亲 家 年外，他不 我随 外出。我们

不过问时事。他在我高三时去世。

194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四所国立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央大学

和清华大学，我选择了清华大学。到清

华后，一个 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生活

。当时清华有一个 ：一年级新生

清华求学随记
○王勤谟（1951 届机 ）

善 ，一室四人，不分系别。1947年
，我不回家。一个要回家的航空系的同

学请我 他参加同学自行举办的“中学生

班”。 班 用北京大学（当

时在 里 ）的教室，需要 在北大的

。我答应了。后来才 ，这是清华

地下党组织的一项活动。 
由于北大校方不同意 教室，因此，

班的组织者一方面继续和北大校方交

，一方面 了一 书供参加者 读。这

书中，有 的《中国通史》、 思

的《大 学》、 东的《新民主

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中国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等。这 是我过去从未接

过的新思 。加上当时 发生了“于子

三事件”。于子三是 大学学生自治会

主席， 在国民党的 中。在 多 市

起了一场抗议国民党政府 行、 于

子三的学生运动，北平也不 外。 班

的组织者带我参加在北大 楼广场上举行

的 于子三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学生运动， 有做 事，主要是观看。

通过这个“观看”，也使我具体感受到

“中国 进行政治改革，首先是推

介 治”的观点。回校后，在

班一 参加者的介绍下，我 参加了一个

由跨系同学组成的读书会。在读书会中，

我开始读一 作，如《共产党宣

言》《 林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

革命》等。 然这 书的内容，当时我并不

能 好理解， 也开始 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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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开学后，我 班里推为参加学

生会的代表。 课 行的事 由学生会讨

论通过后组织。在讨论要不要 课 行

时，我 发言表示 成。通过后，就回到

班上 集同学 名参加，大多数同学

跃报名。在1948年上 年，有过两次 课

行，其中一次是抗议国民党 队 东

北流 到北平的学生。 行时走在前面的

是几十个 着青年 制服、 着 的从

青年 的同学。当时，国民党在北平

有青年 部队，并且 过学生 行队

。让 的青年 同学 着青年 制服

走在 行队 的前面，如果 到青年 来

，就含有“（现 ）青年 不打（

）青年 ”的意思。在我参加的读书会

中，就有一个从青年 的 系同

学。他 我，青年 是全副美式 的

国民党精 部队，是为了去 作战 组

建的。国民党为组建这支部队提出的 号

“一 一 ，十万青年十万 ”，

在当时是十分 动人心的。当时参加青年

的也 是一 为了抗日的热 青年。

二、

我是在1948年上 年参加新民主主义

青年联 的。一个小组，三个人，组长是

化工系的同学 伦，组员中 一个是我

同班同学 礼。同年12月，我们两个

员同时入党，介绍人是在上海读中学时入

党的同班同学王 寰。

我对当时从事学生运动的学生的才干

是十分 的。在“于子三事件”中，国

民党报 发表 学生运动的报 后，我

亲 见到 班组织者，问一个我不 识

的学生是不是要写 的文章。他回答：

“是！”并 快写出来，第二天就 发出

去了。在开大会时， 国民党特务要用

力 击会场，这 学生 快就 出一批

揭 和制 行的 语， 能打动人心。

如，有一 对联式的 语，我只记得其

中一联：“何不思其源”。这是 毕业于

北大的、当时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他如

下 击北大，就 了自己的 校。在他

的名 中 入“不”“其”，就把这个意

思非常 地表达出来了。学生会讨论通

过 课 行的决定 要经过 烈的 论。

时，学生会主席站在 子上，在 取

各种意见后，合并相同的意见， 纳成

干种意见， 就这几种意见进行讨论

纳为 几种意见后 讨论，最后 纳

为两三种意见进行表决。在 纳时，是不

能落下与会者 发表过的意见的， 就

要 责为不民主，就要 上“强 民

意”的 子。支持国民党的学生就会 机

制造 ，使会议 于 。所以，我对

这个学生会主席（可 我已不记得他的名

）清 的 、杰出的 纳意见和

会议的能力，至今 起来 不已。

当时领导地下党的是 强（总支书

记）。清华解放后，他在生物 一个教室

里 开了一次全体党员大会，这是我第一

次见到他。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我已记不

清了，能记得的一 是：“这个教室也是

一二·九 运动时 中华民族解放先

队 开过全体会议的地方。”开会后，

他就调走了，由彭 云接任。1957年“

”运动中 强 打成“ ”，平

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研究所研究员。

是一个有水平、有能力的人。 1990年
9月20日去世后，1991年2月10日《人民日

报》 发表过一 金 写的题为《 人其

， 思 》的 文章，文章中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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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之情。 实，在“以 级 争为

”的年代里，不 了多 人才 ！

我为 会从一个只读书不闻 外事

的人，到清华 年后变得热 于学生运

动，以至参加地下党 我自己的思考

是： 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主要有

二：一是 家的书是教人从政的书。《大

学》开 就 ，做人就是要正心、 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家的书，我 然

读得不多，只在小时 读了一 ， 意

识里不免受了 的影响。二是中国自1840
年 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 强的

略， 受了一连 地 的 ，所

发的民族感情，特别是抗战中亲身经历日

本 略， 有了具体的感受。这种民族感

情集中到一点就是：盼望国家能富强起

来，个人能为国家的富强尽一 力 。近

因主要是，抗战胜利后 到的是国民党政

府的种种 闻，对中国能在其领导下

走上一 振兴之 的愿望是落了空的。我

在上海 中学时，对中国大地上 有共产

党、解放区， 且 和国民党 在 烈的

争一事，是一无所闻的。到了清华后，

一是加深了对国民党政府的 识， 识到

国民党不仅 且专制 二是

了共产党， 且 了 的一 理论

和治国之 ， 为共产党是复兴中国的

希望所在。因此， 我 着党，参加推

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工作。 外从外因来

，地下党 不同人的不同特点， 用

不同的方式促使其进步， 起着关键性作

用。这 不同的方式也有其共同的内容，

就是结社和通过结社 播新思 。当时清

华大学 取 容和保护学生的办学方针，

为这种结社和 播新思 提供了活动的

空 。

三、

我们机 系这个班 有一个特殊之

处，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教学改革试验。

大学毕业后，一 要实 一年。原机 系

教授 农，新中国成立前去了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负责筹建长春

第一 制造 。他到学校提出学生能

在三年级后实 一年，回来 四年级，

有 于理论联系实际，学得更 实 。学

校同意了这个试验。我们这个班正常是

1951年毕业，现在要推 到1952年毕业。

学校同意在1952年毕业后 划在1951届行

内。由于是试验， 取自由报名方式。

我们班大 有100人 ，有一 报名参

加。实 是定向的、自愿的，有30多人选

择去重工业部 工业筹 组，十多人去

一个重 机 的筹 组。我报名参加前

者。 的动机 是预定一批清华学生。

由于后来 在 工业筹 组内设立了

克工业筹 组，所以我1952年毕业后就分

到 克工业系 工作。

、

我回到学校 四年级后，不

推 去学生会 宣 工作，主要任务是在

中午 时 广播。为此，给我 了一

个小班子，包括两个广播员， 写 子的

任务基本上落在我的身上。这 ， 了

书外，我 天 要写一 广播 。不过

果 不 ，同学们即使 完 一 也要

完广播才离开 堂。我 在图书 举办了

两次时事宣 活动，一次宣 国际时事，

一次宣 国内时事。形式 是我写出提

后，请会 的同学 提 内容在大

报 上 成 ， 上 要的 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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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 或数 ，因此内容表达比 形

、生动。当时学生会 组织 一个

班级集体去看， 至有外 来 时，

学校领导也领着这 外 去看。

清华一直是中央对 识分子宣

教育的重点单位。解放 期，中央领

导经常来清华作报 ，彭 、 一

波、 等 来讲过， 至时任法

制委员会主任的王 （陈绍 ）也来

讲过 法。 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

回京后就 上来清华作报 ，一讲就

是 个多小时。中央 给清华 了 定

的宣 员，有 思 、 南 、刘 。其

中 思 是清华的政治 导员，给我们

上大课，讲社会发展史，当时称之 讲

“ 子变人”。到1952年就不主动来了，

要去请，我就请过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

。记得到了 的办公室后请他去清华

作报 ，他要我请亚洲 长陈家康去，

到了陈的办公室，陈 是请 去，我

到 的办公室，最后 是答应了。

、

我1952年8月毕业，组织上让我作为

席代表参加由全国学联主席（ ，名

了）为 长的代表 ，到罗 亚首

布加 斯特参加第 届国际学联理事会

（代表 中在校学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

清华大学的我， 一个是 医科大学的

一位 同学）。

行前， 中央在北京 设 为我们

行，有第一书记冯文 、书记 南 、

国际部部长 学 等。由于这时中央已决

定冯文 调离 中央，由 邦接任，因

此 也来了。 因为正式文件 有到，

所以 由冯致欢 。

我们是在8月21日 6时从西 机场

飞机去 斯科的。在 首

留一天，第三天到 联伊尔库 克，第四

天到 斯科。从 斯科到布加 斯特 是

火 ，8月26日动身，28日到达。

9月5日，国际学联理事会开会，11日
结 。15日，参加会议的代表组成 干代

表 分 罗 亚各地，报 会议情况。

我去克 其市，并由我任这个 的 长。

到 市下火 后，在 站发表讲话，后

在 市为这次会议专门 开的 大会上

作了报 。17日回到布加 斯特后，罗方

特地把我们单 留下来， 一 地方，

表示格外的友好。这 新中国成立

后，国际地位的提高。9月26日自布加

斯特回到 斯科后， 联共青 中央 要

我们在 斯科 一 时 ，并在 斯科过

国 节，一直 到10月6日。我们 在

斯科 区共青 的别 里，白天 ，

上看 。这 表 联对中国的特别友

好，也含有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先进程度，

坚定对社会主义的 的意思。

10月10日回到学校后，21日我就到第

二机 工业部第 （即 克工业 ）报

到， 分 到长春一个发动机 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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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

清华校 “自强不 、 载物”

发端于1914年梁启 在清华学校一次题为

《 子》的 讲。清华校 是对中国

的做人做事精神的高度 括，也是我毕业

后做人和做事的准 。 如，长春 个

克发动机 理 ，原是长春市的一个民用

机 工 ， 以胜任 克发动机的 理任

务，需要进行技术改造。我一到 ，工

就让我担任工 技术改造组组长，和分

到 的20多个大学生进行 里的技术

改造工作。当时 有一个 联顾问，不

不支持我们， 们这 大学生 有

过工 技术改造， 了不 不好，

给国家造成 ，他要向 来总理

我们。 最 我们 是 承“自强不

”的精神，比 好地完成了 的技术改

造任务。

历次运动中 要批 一 无 的人，

我总是设法避开，并同情这 无 批

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这

做，结果 一个参加过长 的 领导打

成了“ 分子”，去农场 动改造。 一

到“ 载物”的精神，我也无 无 。

我继承了以刘 洲为代表的前 识

分子的做法，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也写

文章和书。现在我已经正式出版了 本

书。受清华精神的影响，我工作和生活得

和从容，感 校对我的培养。

我是1956年考入清华的。从1956年到

现在，我与清华和清华校友共同度过了64
个年 。作为清华的一个学子、校友，我

总的感受是处处 着 校的 ，受

于 校和校友们的 护。不管 事，

能受到 校和校友的关爱。作为回报，不

管我能力有多 ，首先 到的是要回

校和校友的关爱。

下面就讲一下我与清华校友之 “

有 护、 有 献”的三个小 事。

我的 伴 安 ，与我同一年考入清

华。当时她在机 制造专业制12班，我在

金相热处理专业金11班。我 在 ，她

新 ， 不 识。到1959年，系里成立

我与三位清华校友的小故事
○李剑白（1961 届机 ）

了“精密仪 ”新专业，从全系各班 调

了45名学生到新组建的专业，我们两人

调到新专业。我当选为班里的 支部

书记，她当选为 支部组织委员。就这

学 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就变成了

一对。

后来 进一步分专业。 伴与其他14
人学 精密仪 （ 仪专业），我与

外29人分到 学仪 专业， 成了两个

班。 毕业时学校 是 关 ，把我们两

人一同分 到中国科学院长春 学精密机

研究所。这是全国 学机 系 最好的

一个研究所，有职工3000多人。工作

心，生活也 满意。

到现在， 61个年 ，我们生活上

是伴 ，工作上是 。我调回 西，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