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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首任校长 国安 ：“师生之

，首重感情 教育之方，端 。”

清华学子对 校的感情是无比深的。毕业

于清华外文系的 林先生 ：“ 次

回到清华园，就像回到我 亲的身 ，

我内心深处 然起 福之感，在清华的

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 、最

快的四年。”其实，对 多清华学子来

，Tsinghua is not a real hometown, but is 

really a hometown。

1924到1928年担任校长的 云 ：

“ 人今日所 者，不在 入文化，

在将所 入之文化，如何融合，如何承

受， 其有实用于国家。”清华学子对国

家的感情是无比深的。 教授就

为，“对于 最优秀的清华人来 ，民

族 感是他们个性中最重要的、最 强

的部分。”

一个世 来， 多清华人的言与行、

思与情，点点滴滴 成了清华园的 ，

如果用陈 和闻一多两位先生的语言来

就是：发 理，爱国爱民。

或 ，也可以用更 单的语言来 ：

识与爱。

话说清华白楼
○黄 培

科技的发展使世界的空 变小、距离

。清华的发小们利用 联网微 ，

把分 在世界各地的“清华园 子”联系

在一起，大家 小时 的美好回忆，讲

述发生在特殊年代的 事 这 起了我

对清华白楼的回忆。

“文革”前，清华大学的教职工

分为多个 区，如解放前不同历史时期

建的北院、西院、 院、普吉院、胜

因院、新林院，解放 期学 联 建的教

工 1 8公 ，为校级领导和高级教授

建的9 12公 ， 立 行的13公 ，

1950年代为教职工 建的连 平 一区至

区，1960年代 为教授 建的15、16、

17公 ，等等。这15、16、17公 因其外

观 有白色水 面层 称为白楼。

我家是1961年从 院 到清华白楼

的。 时 然 在清华园， 是由于

在不同的家属区，受文化 围和家 环

的影响，不同 区的 子 是能看出来

的。有件事使我记 了白楼 子的与 不

同。 是“文革”前“ 来 满楼”

的时 ，清华主楼建筑 已经 工 是

未 入使用，因为我 亲 （建筑结构

专家）参与了主楼的建筑设计，所以我对

伟 观的建筑 满了好 ，非常

进去看看。清华主楼高10层，当时是北京

最高的建筑物，加上东西两个 楼，总面

有7万多平方 。从1956年开始建造至

1966年完工，建造的 准和质 直到20世

然保持着 高的水平。在我们这

子的 里，当年的主楼相当于清华的人

民大会堂，神 。

一天，我与几个同学央求看门的大

进去看看。大 问我：“ 家

”我 ：“白楼。”大 色立刻大

变， ：“ 白楼的 子 进主楼

看看 门！ ，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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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白楼好 ！ 要 看就回家去看 ！

！”我 不 自己 话 了他，

是记 了：以后不要随 生人我

家 在白楼。

清华白楼 落在清华校园的西区，

清华西门，一 不到十 的万泉 将

与学校主干 清华 开，环 清

典 。万泉 源自海 万泉 西，最后

流入清 。 时 上仅有一 可容一人通

过的 有 的 水 ，外人不

走，所以在 子们 里，白楼更像是世外

源。

小时 我 亲讲，清华大学师生自

己设计的白楼，最 是为 联专家设计

的。20世 50年代中 关系 好的时 ，

清华不 聘请了 联 格 建学院的

多 专家担任校长顾问， 陆续聘

请了60多位 联及东 专家来校 导教学

改革工作。因此白楼的设计 了 联建

筑， 家 台前 设计了 放 的

坛，防 级别 用了当时国家的最高

准，内部 生活设施齐 ，供应热水和

。因为 联人喜欢 太 ，所以楼

特意设计为 亮的平 天 台，白天

可以清 地看到 和园 和 泉 。

白楼交 使用后， 上级 示，学

校将新 分 给了本校的教授、副教授以

及学校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 ，因此

时清华人 称白楼为教授楼。

白楼 的户 设计 栋不同，分

对 也不同，主要是按 教授级别和行政

级别分 的。16公 大多数 的是三级以

上教授和校级领导干部，15公 和17公

大多数 的是 级以上教授、副教授和

学校中层领导干部。 外，从 环 来

讲，白楼一层比其他楼层门前面多了一个

小 园，可以种 草 。为了 顾从

国外留学回来的教授和西南联大时期的教

授，一层 全部分 给了这批人，他们

大多数属于清华的“108将”，也是清华

教师中的宝贵 富。

清华“108将”的称呼来自于 南

校长的讲话。 南 在清华工作期 ，

对 识分子一直 着 结的愿望。当

时，清华教师中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

108人， 南 就经常讲“108将是学校的

稳定因素”。他 多次 到，高等学校最

宝贵的 富，不是 的高楼大 和贵重

的仪 设 ， 是富有科学 识和教学

经验的教师——教授和副教授。 结 教

师， 分发 他们的作用，是办好高等学

校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他 用梅 琦校长

的话：“所 大学者，非 有大楼之

也，有大师之 也。” 

关于清华“108将”的由来，1953年

主持这项工作的清华大学原副校长陈士

回忆到：“1952年院系调 后，学校进

行教师定级定 工作，时为1953年 。由

伟长主持，北大方面来的人，由陈士

基本拍 。按年资、学历、 作、发

定。博士是教授，副博士（硕士、特 工

程师）为副教授。年资，在学校一年算一

1967 年春天，黄培在白楼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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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校外三年算一年，到了十年 ，就

可以为教授了。定级定 先以 系为

， 向 队， 向比 ，调 定。最

定了103人，在工 ，陈士 对 南

： 5人就是108将了。 十分得

意，就同意加5人，就成了108将了。”当

年清华大学 评为一级教授的有14人，包

括：刘 洲、张子高、陈士 、 伟长、

张 、 、 英、 、

、梁思成、章名 、张 、施 和

培。一级教授 文 是1956年从外单

位调入的，所以 时清华一级教授共有15

人。1955年，随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成立产

生了第一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清华

大学有7人名 其中：刘 洲、 伟长、张

、 英、梁思成、章名 和张 。

如国内 名的 水工程与环 工程专

家 、电子学家 英、国际 名

接专家 际 教授等， 时 在白楼。

电机工程专家、朱 基总理的 师章名

教授在“文革” 期也 进了白楼。

时清华新 分 是按 单位进行

的，不像现在是按 个人学历和资历计算

总分 序分 的，因此白楼各系教师

地点相对比 集中。以我家 的17公

一门 为 ， 一层 的是两位外系教

授（101号是留美博士、电机工程系教授

白，102号是留美博士、水力工程系

教授陈 生），其他各层 的全部是 建

系（ 时 工程系和建筑工程系合并）

教授、副教授和 国华 。如201号是系

党支部书记刘小 家，202号是 守 教

授和 教授两家，203号是 教

授家，301号是朱 中教授家，302号是

教授家（我家），303号是 教授

家，401号是 教授家，402号是康

教授与关 教授两家，403号是罗福

午教授家，501号是 时教授家，502

号是楼 西教授家，503号是李承 教授

家。二门 也 有 建系教授，如304号

是 国 教授家。其中 教授、

教授、 国 教授以及 在16公 401

号的张 教授与梁思成教授共同参与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和国 的设计，他们

的贡献 载入史 。其他各位教授 参与

过国家重大建筑工程的设计，对社会主义

建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在这

种文化 围 的环 中，所

、所看、所接 的事物肯定与

不同，成长中 化的影响

是不言 的。

单位同事 相对集中的好

处是商 工作方 ，小时 我常

着 亲写的 或者图书等，

到楼上或楼下的 位教授家，

所以与各家的大人和小 比

。 处是在“文革”中才体

验出来的。“文革”期 ， 位

家长受到 击或者政治上受到当白楼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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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外系的大人可能 不清 ，

门 里的 子就 了， 不 在白楼

是 家长有无“政治问题”的 向 。

时清华 管处的人政治 非常 ，

政治立场非常坚定，如果有 受到“政治

审 ”，即使性质未定，也 出白

楼。白楼发小 运先生在《清华校园

事》中写 ：“ 文革 前 亲作为校党

委委员、化工系主要负责人，我家 在16

公 文革 期 到了17公

后来 到西院 ”也就是 ，随着他

亲 先生政治命运的起 ，他家的

件从四 室 到两 室，后来 到

平    

“文革”期 ，清华大学各 政治势

力 争 烈， 识分子成为“ 九”，

各 随意批 ，有的白楼人家即使 有

出白楼，也 “ 子” 进一家工

人或者造 ，24小时 控 的一言一

行，完全 有个人 。我家也因无法

受这种“政治”待 ，于1972年 出了白

楼， 进了由我 亲参与设计和建造的新

林楼。

感 清华这 有 载物历史文化

的校园，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通识教

育的基础，让我们 有了应 复杂生活的

本领和实现自我价值的 心。

2016年5月14日初稿/2018年3月12日修改

诗歌、诗人与诗社
清华 学

○李 石（1997 级化学）

校

李石，1979年2月生于贵阳，1997年
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2001年本科
毕业转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攻读伦理学硕士

学位。2004—2007年留学意大利，在罗马
LUISS大学攻读政治哲学博士学位。后在
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年
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
任教。
李石在清华求学七年，热心于学校

的各类人文活动。1998—2000年，参加学
生电影社团“露天社”，并于2000年任社
长；其间组织编辑清华校内极具影响力
的学生刊物《露天报》，2000年获得清华
大学学生社团“最佳女社长”称号。2001
年，创办清华大学学生新诗社“火石新诗
社”，并定期出版社刊《火石诗歌》。其
诗作《露天，一个极美的词》被收入《清
华大学百年校庆诗集（新诗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