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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

四方”“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

向前方”。这是清华水利系系歌开头和结

尾的两句歌词，也是1965年入学的水工

001班同学的人生写照。半个多世纪来，

无论是在高山峡谷，还是在喧哗闹市，我

们都可以凭着这豪迈的歌声，找到自己的

系友和知音。今年是我们水工001班毕业

50周年，全班32名同学，年逾古稀，一个

也不少。作为蒋南翔校长的关门弟子，实

现了他老人家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

康地工作五十年”的目标，很值得庆贺。

今年校庆日，受疫情限制，大家未能返

校。全班同学通过视频聚会，云端面对

面，回首既往，畅叙友情，怀念母校，感

悟万千。

半个世纪风雨情
—— 水工 001 班的历程

○李树勤  张思聪  谢树南（1970 届水利）

我们班是怎么走过来的？离不开历史

的大背景。应该说，我们这一代，经历极

为特殊，说空前绝后也不为过。曾经有过

各种各样调侃的说法。有人说我们：“三

年困难吃过糠，大串联渡过江，武斗场

上负过伤，接受再教育下过乡，毕业分配

去边疆。”也有人喟叹：“长身体赶上三

年困难时期，学知识赶上‘文革’时期，

找对象赶上当‘臭老九’时期，涨工资赶

上经济调整时期，生孩子赶上计划生育时

期。”这确实是事实。人生环境身不由

己，但人生态度是自己掌控的。蒋南翔校

长的教育思想和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校训是深入人心的，已内化为我们

这一代人稳定的品格。

我们班32位同学，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1970 年水工 001 班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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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7个省市。既有来自北京、上海、天

津、武汉等大城市的才子、才女，也有来

自西南边陲、东海之滨和北国穷乡僻壤的

工农子弟。第一次来到北京清华大学，

大家都很兴奋。可是最初给我们留下最深

印象的，居然是清华的食堂。经历了三年

饥荒的我们，惊奇地见到一毛钱一份的菜

里也有肉，吃个排骨也只要两毛钱。最特

别的，是女生有单独的食堂。据说女生食

堂里一两面要包10个饺子。来自农村的同

学有一种“天天过年”的感觉。刚入学不

久，学校组织全校新生参加两周挖京密引

水渠劳动，吃饭不限量，随便吃。这可给

了刚从困难时期走出来的农村同学大显身

手的机会。一两一个的白菜肉馅大包子，

一顿吃10～12个的大有人在。劳动两周反

而吃胖了。当年清华女生比例很低，全校

只有百分之几。连一个女生都没有的“和

尚班”就不少。而我们班得天独厚，有8

个女生，占四分之一，而且个个亭亭玉

立，多才多艺。当时粮食定量供应，我们

男生都是“大肚汉”，女同学就将结余的

粮票送给了我们。但遗憾的是，这8位女

同学后来都外嫁他班了，而我们班则被其

他班同学戏称为“小舅子班”。

我们班是一个团结向上、认真学习和

实践蒋南翔校长“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教育思想的班集体。入学后，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要内容是开展红专问题的大讨论，

正确认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政治课老

师徐葆耕带我们参观圆明园，激励我们的

爱国情怀。系主任张任教授亲自讲授“水

工概论”课，介绍水利事业的重要，希望

我们学好专业，为国家建功立业。所有这

些，是对我们最好的思想武装，使我们从

一开始就对政治思想和业务学习有高标准

要求。来自苏州的范本隽同学，高考成绩

全校名列前茅，受到蒋南翔校长的接见，

成为我们学习的标杆。第一学期期末考

试，来自河北的侯洪恩同学“高等数学”

考了全年级唯一的100分。同时，按照学

校的要求，全班努力做到全面发展。班上

体育锻炼的氛围很浓，每天下午四点以后

都走出教室，聚集在西大操场，参加各类

体育项目。体质最差的，也能在《春江花

月夜》的优美旋律中展示着太极拳的一招

一式。陈乃君、余宁生在宿舍一有空就用

二胡拉起《梁祝》《二泉映月》，开始听

着挺烦，慢慢地觉得挺好听，也跟着哼几

句。班上有七位同学参加了学校的文艺、

体育代表队。忻韦方同学在全校新生运动

会上取得了女子200米第一名的成绩。孙

仁先同学1966年创造的首都高校女子铅球

纪录，直到1983年才被打破。校话剧队的

涂兆林，50年后还活跃在校友朗诵队的舞

台上。游泳队的徐尚阁在首都高校运动会

上总能取得好名次。能歌善舞的李晓峰和

忻韦方同学多次参加全校的文艺演出。水

利系的文艺小分队里从领导到主要演员，

多数是水工001班的。

1970年毕业留校的四位同学在河南三门峡

的留影，右起：李树勤、张思聪、谢树南、陈

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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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经历了

“文革”动乱年代，确实荒废了不少学

业，但我们在挫折和磨炼中成长了。毕业

之前，我们就比较多地接触了社会，接触

了工农，经受了实践锻炼。很多同学亲身

参加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改建工作，顶风

冒雪和工人师傅一起在工地上摸爬滚打。

还有一部分同学参加教改工作，与老师一

起活跃在河北省北部的干旱缺水地区，吃

住在农村。一边参与当地兴修水利、总结

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一边培训当地的水

利技术人才。记得在张家口海儿洼，因为

缺水，男同学推了光头，有的女同学剪成

男式短发，跟男同学一样风餐露宿，奔波

在野外。

这种艰苦条件下的集体生活，至少给

我们打下了两个基础。一是同学之间互相

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感情很深。

一直到50多年以后，我们仍然保持着一个

亲密无间的班集体。有一个同学毕业留

校一年后，得了严重的肾病，住院两年

多，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校的几位同学，

隔天晚上轮流去北京站附近为他取中药，

风雨无阻。为了给他补充蛋白，到处去买

老母鸡给他炖鸡汤。近处买不到，甚至跑

到河北廊坊农村去买。毕业这么多年来，

平时一旦有同学身体患病，或遇到其他困

难，大家都鼎力相助，已成为我们班的传

统。二是心系国计民生，勇于担当奉献。

1970年3月，毕业分配方案公布，全班同

学分布在14个省区。很多同学去了边远地

区和农村，如青海、甘肃、宁夏、陕西、

贵州、四川、河北阜城等地。3天之内离

校，大家坚决服从分配，“打起背包就出

发”。从此，天各一方，有的几十年都未

曾谋面。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生根开

花。事业无论大小，总能风生水起。

高忆陵同学开始分配在北京密云火车

站食堂，我们班这位团支部书记，居然在

那里“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当起

现代“阿庆嫂”了。20世纪80年代初她改

行办公司，又变成了像模像样的女老板。

女同学孙慧是湖北省著名医学教授的

千金，分配在宁夏。第二年就被抽调去农

村宣传“农业学大寨”。她去的地方是

1972年被联合国确定为“不适宜人类居

住”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固原县的古城公

社。她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在窑洞

的煤油灯下给农民念报纸、读文件，也经

常教儿童和年轻人唱革命歌曲，这都成为

大家最高兴的事。她说：“这是我今生所

见最贫困、最愚昧的地方。”“因近亲成

婚，瓜子（弱智者）特多。冬天，因无

衣裤可穿无法出门，一窝孩子只能围坐

在炕上，有的人家更是穷得连炕席都没

有。”“离开时我们除身上所穿的，把所

有衣物都留给了他们。”在那里，孙慧还

不幸被狗咬了一口，至今左膝盖上还留下

当年难忘的印记。

同样在大西北工作了23年的老班长李

晓峰，深深地爱上了那里的胡杨树。他因

成绩突出，获国务院颁发的“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证书。我们班很多人都从事

多年的水利建设工作，不乏亮点。但最值

得称道的当属徐尚阁，他是真正“从那黄

河走到长江”，实打实地在黄河和长江上

奋斗了几十年的水利行家。

他曾担任黄河上游局局长（我们戏称

为“皇上局局长”）多年，又调任长江水

利委员会副主任。对长江、黄河流域的水

利水电开发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做出了突

出贡献。现在谈起长江、黄河，他如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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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水工 001 班毕业 40 年返校合影

珍，我们都不敢在他面前班门弄斧。

出生在嘉陵江边，一生与河流有扯不

断情结的涂兆林，毕业后先是活跃在河北

农村的水利工地上，后又调到北京主持高

碑店污水厂的建设，成为现在北京排水集

团的初创人。当她主持的高碑店一期工

程竣工时，出生在通惠河边的著名作家刘

绍棠激动地流下眼泪。我们班还出了两位

博士。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学位的王喜

坤，取得多项发明专利，在高科技领域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师从我国著名科学家张

维院士的王安稳博士，身为教授、博士生

导师，做出了学界公认的力学理论创新，

受到国际权威专家的首肯，为我国的海军

现代化建设和海军高级人才培养作出了突

出贡献。除徐尚阁、涂兆林外，班上还出

了几位厅局级领导干部，有的管一条线

（条条），有的管一大片（块块），如邓

家荣、崔利军、姜义等，都有不凡的表

现。特别是姜义，在吉林发大洪水时，能

指挥若定，堪称帅才。还值得称道的是，

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下，他们没有一个人

被腐败拉下水，创造了我们班的“零腐

败”，这也很难得。

班上其余同学，有的是大学教授，被

评为“优秀教师”“师德标兵”或获得

“教书育人奖”；有的在国家机关被授予

“巾帼英雄”称号；有的作为高级工程

师，获得多项创新成果奖；还有的成为人

大代表、人大常委委员、政协委员。这

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分别来自边远地区

和革命老区的肖替华和罗意展两位同学。

肖替华回到自己的家乡贵州安顺后，作为

中学校长，为家乡的人才培养呕心沥血，

受到父老乡亲的拥戴，被评为“全国优秀

教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

贴”并被选为市人大代表。罗意展的家乡

江西吉安，是革命老区也是文天祥的故

乡。罗意展毕业后全身心投入家乡的教育

事业中，默默无闻、埋头苦干数十年，班

上同学居然40多年不知道他在哪里。40多

年后的他，在家乡早已成为教育名人，头

上顶着“高级教师”“民盟副主委”“市

人大代表”等一堆头衔。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半个多世纪来，水工001班每个人

都在为祖国不辞辛劳，担

当奉献。正如我们的纪

念文集里所说，“虽无惊天

伟业，终未虚度年华”“于

国于民，心无憾矣”。

在母校即将迎来110

周年华诞之际，水工001

班32名同学，谨以一颗赤

诚的心和一生为国为民所

尽微薄之力，献给亲爱的

母校，以报母校培养造就

之恩。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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