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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0年11月6日，袁帆学长将
收藏的一套上世纪30年代国立清华大学录
取通知书等7份入学资料捐赠给清华大学
档案馆，为母校迎接110周年校庆献上一
份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特殊礼物，也为研
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
的物证。作为资深文博爱好者，袁帆学长
在本文中对这套资料进行了深入解读与考
证，使我们能够通过这几片油印资料窥见
90年前清华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多个侧面。

随着一年一度的高考落幕，2020年中

国高校录取季接踵而来。近日，一份《清

华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以其精心的设

计和丰富的内涵闪亮登场，博得网上一片

惊羡之声。

无独有偶，我在这个难忘的庚子年夏

天也意外地得到了一张《清华大学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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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不过别误会，这不是让我再一次

“上清华”的通知书，而是被我收藏的一

套早期清华大学新生录取资料。

一、这是一套怎样的录取资料？

这是一套完整的1931年清华大学录取

资料，包括《录取通知书》《入学证》

《入学报到程序》《入学志愿书》《入学

保证书》和《新生入学须知》等共七件

文档。这套资料的稀缺性、完整性、史实

性使其成为了解清华史、社会史的重要物

证。通过对这套珍贵资料的细细品鉴，我

们不仅可以直接了解90年前清华入学的新

生录取注册以及学校管理状况，而且可以对

当时的社会民生等各方面情况有所感知。

对清华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早期的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是从1925年开

始，史称“第一级”。至1928年“国立清

华大学”正式成立，再到1938年“西南联

大”成立之前，在清华园共录取了十二级

学生，近3000人，平均每年约200余人。

如此少的新生录取数量，自然与现在清华

每年录取3000多名本科生的规模无法相提

并论，但同时也证明了那时上清华的难

度，以及早期清华录取资料能够留存至今

的珍贵程度。

（一）《录取通知书》和《入学证》

根据史料，清华在1931年共录取184
名新生，史称“第七级”。那么，新生录

取资料具体有哪些内容呢？首先来看《录

取通知书》和《入学证》。这两份文件是

袁帆学长向清华大学档案馆捐赠珍贵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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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了“国立清华大学注册部”公章的正

式文书，是新生被录取的主要凭证。《录

取通知书》是经过手写刻在钢板上，再油

印于注册部的竖式公函信笺上。内容主要

是通知“足下已被录取。兹附上入学证、

志愿书暨保证书各一份，即希验收，如期

来校报到”，以及需要准备的必要学籍证

明等。行文呈现出文言文的基本风格，并

且没有标点符号，显露出浓厚的中国传统

文化气息。

《入学证》则要比通知书的内容具体

许多，最主要的是注明了被录取新生的姓

名。其中第四项是报到时需要缴纳的费

用，计有：学费，每学期拾元；预存赔偿

费，伍元；体育费，贰元；科学实验费，

每学期约伍元；制服费，贰拾元；洗衣费，

每学期约叁元；褥单及洗衣袋费，每学期约

柒元。

也就是说，不算上伙食费，那时候

上清华每年要缴77元学杂费。除此之外，

就是告知新生入学报到程序，包括6个步

骤：1.到注册部对照片；2.到医院复验体

质；3.到体育馆试验体力；4.到会计处缴

纳各项费用；5.到注册部注册；6.到宿舍

办公室交志愿书及保证书。其中的“到体

育馆试验体力”是清华的特色，也是对清

华长期坚持体育传统的生动注解。

（二）《入学志愿书》和《入学保证书》

如果今天告诉你，上清华要填写志愿

书，要找担保人，你一定会很诧异。而这

在清华历史上是真实施行过的管理措施。

在入学手续中，每名新生必须完成一个程

序，就是由本人签署《国立清华大学入学

志愿书》，保证“入学后愿遵守学校一切

章程及临时校令，专心循序修业；在校外

愿束身自爱，誓不玷污校誉。”最后还要

家长签名盖章担保。

在学生管理方面，早期清华采用了一

项现行教育体制下已然不存在的制度，那

就是“上学担保”制度。这项制度首先对

能够承担责任的担保人设定资格要求，其

次对担保事项进行了具体规定。

担保人的资格锁定为三种人：政界官

员、教育界人士、商人。官员必须是“委

任官以上”，教育界人士必须是“现在学

校教员或学监以上职员”，而且不能是

清华本校的；商人必须是

“纳六等以上铺捐之商铺

铺长”。这样的制度颇具

时代特色，也算得上是非常

严格的。

担保的事项包括：学

生非假日以外的请假出校

门；学生不能在校医院医

治的重病需要外出就医；

学生因故身亡的后事料

理；学生退学时与学校的

财务清理；学生在校内外

发生的一切重大不规则举1931 年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入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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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等。总之，在关乎学生行为能力的

主要方面都需要担保，可谓“面面俱到，一

丝不苟”。

（三）《新同学须知》

《新同学须知》由“来校前应注意之

点”“到校后应注意之点”“本会招待职

务”三部分组成，是由“国立清华大学学

生会新同学招待委员会”发布。这份须知

总计2500字，就是一份事无巨细的“入学

指南”，告诉新生来清华如何乘车、乘

船、乘公交，甚至如何“坐洋车”；告诉

新生到清华后该怎么适应新的学习与生活

环境，可谓“洋洋洒洒、细致入微”。让

新生从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就已经开

始感受清华大家庭的温暖。

尽管如此，你会发现这份《须

知》还是将“对新生价值追求的引

导”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到校

后应注意之点”部分，第一条就告

知新生：本校校训为“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从而使学生在入校之

初，就能够以言简意赅的形式对他

们的价值追求形成正面引导。另

外，倡导学生“衣服贵朴素整洁轻

便，相处贵诚实而有礼节”“注意

体育及学生精神，在校步行，亦须挺胸正

步，勿作萎靡不振之怠惰形态”“本校同

学，多不吸纸烟。来校时能戒绝最好”。

这些都说明早期清华已将“立德立言”作

为对学生价值追求的明确倡导，并施行具

体指导。

同时可以发现，这个新生接待组织的

骨干成员主要以在校的三、四年级同学为

主，他们承担了接待新生的具体工作，可

以说是清华早期的“志愿者”团队。除了

在报到的几天里，学生会组织老同学为新

同学提供各种周到服务外，“上课后，新

同学对于校内一切疑问，可随时向本会接

洽，无不竭诚帮助”。由老带新，尊老爱

新，清华的这一优良传统延续至今，学生

会的作用历久弥新，成绩有口皆碑。

二、这张通知书的主人是谁？

从《入学证》和邮寄《录取通知书》

的信封上，我们可以确认，这位1931年被

清华录取的年轻人叫“罗星”。在清华大

学当年的录取名单上，可以发现，“罗

星”的名字排在184位被录取者的第42
位。但在四年后的毕业生名单中，罗星却

没有再出现。

《入学志愿书》和《入学保证书》

《新同学须知》（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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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得到的这套新生录取资料的完整

性来看，这应该是一份没有经过报到的入

学证明，也就是说，罗星当年考上清华

后，因故没有报到，放弃了入学资格。

这位“罗星”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考

上了清华却没有报到？好在我还同时获得

了罗星本人的一个笔记本，其中竟然包含

了他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撰写的一篇

自传体“自我批判”的文章，记述了他的

出身与部分经历，使我们有机会了解部分

真相。

原来，罗星是福建人，于1911年5月
20日出生于一个“茶商兼地主的剥削家

庭”。从1919年开始上教会小学，1925年
至1930年夏“在华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

中学和厦门大学预科读书”。1930年秋他

考取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至1934年夏毕

业。也就是说，罗星是在南开念一年级时

又考取了清华。而在1931年清华的招考资

格要求中，是允许大学在读一年级学生报

考“转学生”的。这也同时解释了罗星被

清华录取的通知书为何是寄到南开大学的。

罗星考上清华没有报到的原因不明，

也许是他只想试试自己的实力也未可知。

总之，他与清华“擦肩而过”，毕业后去

了厦门大学担任助教。两年后又去美国留

学。1938年留学归来，先后在“贵阳大夏

大学、四川大学、铭贤学院、成华大学、

重庆大学、西南学院、中央工校西南师范

学院、求精商学院和西南贸易专科学校，

担任了14年的教授职务”。按他自己述

说，“在这漫长的14年教学当中，担任不

同门类的功课，不下30种。”

从罗星的笔记中分析，他是一位“统

计学”专家，在数理统计学领域具有很高

的理论水平和教授能力。1952年，他担任

西南贸易专科学校统计科主任兼教授。以

后，该学校并入四川财经学院，直至成为

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至于罗星后来的

经历，没有找到更多的详细资料。但“罗

星”确有其人，他确实考取过清华大学，

则是可以完全确认的历史事实。

罗星的人生脉络基本上可以理出一个头

绪，属于一生“读书、留学、教书”的典型

知识分子。虽然他与清华失之交臂，但也绝

对是“术业有专攻”的统计学专家，为中国

的教育事业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三、罗星的清华录取资料价值几何？

2021年，清华将迎来建校110周年的

重要时刻。而与清华同岁的“罗星”精心

1931年清华录取新生名单（部分）

罗星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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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早期清华新生录取资料，90年后完

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不能不说是一段

多少带有“戏剧性”的传奇！清华在罗星

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不用说这90年间

世界经历了多少战乱纷争，中国经历了多

少世事更迭，就是任何一个犹豫的念头，

任何一个保存的疏忽，都会让这份承载了

丰富历史信息的宝贵文物毁于一旦！

90年前的早期清华入学资料保存至

今，可谓“绝无仅有”，它对于完整再现

清华演化真相，研究清华历史的重要性不

言自明。正是由于它包含了大量的清华历史

信息，将它形容为清华历史，甚至中国近

代高等教育的“化石”都并非夸大其词。

既然是社会发展的“化石”，它所包

含的所有信息都为后人了解其生成时期的

社会发展状态提供了鲜活的证据。具体而

言，这套完整资料涉及清华史、经济史、

社会史、邮政史等多个中国近代史的分

支，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发展

状态，在了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

的转型过程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

总而言之，这套资料历经近90年的辗

转，最终落入一位清华人的手中，我将这

看作是历史宿命的“量子纠缠”。带着十

分复杂的心绪，我抄录了资料的全部文

字，对每份文件的细节进行了辨析与考

证。这个过程令人兴奋，就如身临其境，

跟着90年前的清华新生走了一趟报到之

路，体会接到录取通知的兴奋；旅途的颠

沛不易；初到古城北京的第一印象，乘上

校车开进清华园的那种新奇；完成报到流

程的懵懂，开始新生活的憧憬……同样，

这个过程更令人深思，面对珍贵的历史化

石，每一个断面的解剖、每一个细节的探

索都会带来有益的启示。

我在感叹历史对清华如此眷顾的同

时，从内心非常感谢罗星先生。这位“老

学长”虽然没有注册成为“清华人”，却

用几近一生的执着坚守为我们留下了一块

不可多得的珍稀“化石”，为必将成为人

类文化瑰宝的清华增添了一份珍贵史料，

为后人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提供了一份宝

贵的启迪。这张入学通知书本应在90年前

回到清华园报到，却因为不知道的原因而

被搁置。但幸运的是，如今“她”已经踏

上回家之路。虽然“迟到”，但终归没有

缺席！这正是：

人生贵在有信念，必然存在偶然间；
颠沛游离九十载，归心终落清华园。

2020年7月25日于上海

袁帆，1975年作为海军学员进入建筑
工程系学习。1979年毕业时，曾荣获首次
恢复颁发的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奖
章。袁帆学长人生多有跨界，兴趣爱好广
泛，对中国近代海军史、建筑史、教育史
的研究情有独钟，颇有心得；对清华大学
文化发展极为关注，曾多次向清华大学档
案馆、科学博物馆（筹）捐赠珍贵史料和
收藏，退休后的心愿是做一名“清华文化
遗产宝藏的开矿者”。

邮寄通知书的实寄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