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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过大学的人来说，大学时期是

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

1973年9月至1977年1月，我在清华大

学工程力学系强度与振动专业强三一班学

习，我们班一共35名同学。入学前，按照

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

作的意见》的要求，由所在单位推荐出

来，再经所在省市举行的高校招生文化考

试后择优录取。35名同学，作为工农兵学

员，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行业和岗位，都

有三五年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既有年轻

人的蓬勃朝气，又有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

之心。

我们的大学生活，处于“文化大革

命”尚未最终结束的特殊时期。一方面，

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另一方面，

“四人帮”及其在清华大学的爪牙仍在

作怪。但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

形”，全校师生从上到下，有形无形地持

续开展了反对“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正能

量抗争，使学校的教学工作总体来说仍按

奋进的强三一班  难忘的心灵家园
──回忆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学生活

○陈修亮（1973 级力学）

其本身规律不断前行。

强三一班，和当时在校其他各班一

样，作为正能量抗争的集体之一，教育和

学习一直紧张有序地开展。师生间关系十

分融洽，同学间互帮互学。几年中，班级

给我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成为我们终

生难忘的心灵家园。

  课程设置系统、完整，
优良师资授业解惑

我们9月初入学。时值金秋，学校为

本届新生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党委副

书记刘冰、何东昌分别主持大会和讲话，

对教学工作做出安排并提出要求。之后，

在他们的精心组织下，各系开始了新学年

的教学工作。

学习开始前，相应专业的教研室把一

系列教科书发给了每一个学员。在以后的

三年半时间里，根据专业课程设置和学习

进程，都提前将课本发到学员手里，供学

员预习和学习时使用。这些课本是学校相

关教研室精心编写、铅印出来的16开本。

同时，根据学员学习需要，本专业教研组

适时编印出突出本专业特点、深化本专业

知识的课本或讲义发给大家。课程设置和

课本编写所体现出来的教学大纲充分体现

了本专业教育和学习的逻辑性、科学性、

配套性、完整性，课本内容深入浅出，言

简意赅，保证了本专业知识必要的深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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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掌握。

三年半时间里，整个教学过程坚持了

知识学习的循序渐进，由“基础课—专业

基础课—专业课”的顺序，以二十几门课

程的教育学习和赴生产企业实践，构成了

我们在校学习的全过程。在老师的带领

下，我们班的同学们先是在短暂的初等数

学复习后进入高等数学和物理学习。在函

数理论、微积分、电学、电子技术等大量

的数学、物理学知识的铺垫后，进入静力

学、动力学、运动学、材料力学、弹性力

学、板壳理论、振动理论、结构力学以及

电测应力分析、光测应力分析、实用软件

基础、有限单元法计算等固体力学专业的

学习和训练。在教学过程中，坚持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老师

呕心沥血与同学孜孜不倦相结合。

“结构力学”是我们班最后学习的课

程，由余寿文老师全程讲授。他那渊博的

知识和自如挥洒的教态，以及大量的公式

推导，至今历历在目。记得讲完最后一节

课时，他真诚而亲切地告诉大家：“我们

这个专业以前所讲授的课程内容，都已全

部讲授给大家……”毕业30多年后，我们

班的同学——河南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梁

醒培深有体会地说：“与现在的本科生相

比，我们那时一点也没有少学。”

勤奋的集体，丰收的家园

我们在校的三年半时间里，当时工程

力学系固体力学教研室的每一位教授和老

师，都先后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特

别是任课和跟班教授、老师们秉承蜡烛精

神，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克服自身困

难，呕心沥血，教书育人，无怨无悔，给

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杜庆华教授为我们讲授了“材料力

学”第一堂课。尔后，当时已年逾半百

的庞家驹教授从头到尾地给我们讲授了

“材料力学”课程。由于其他课程的需

要，我们走出学校，来到工厂。庞教授克

服年龄大的困难，和同学们同吃同住，睡

上下铺，继续跟班完成授课任务。休息时

间还在拥挤的临时宿舍里看书，所付出的

时间和精力比同学们还要多。庞教授平易

近人，和蔼可亲。我记得，他在与同学们

的攀谈中，还笑着介绍了他家老人当初给

他取名字的经过，说《三国演义》中，曹

操大宴铜雀台，当众赞扬少年将军曹休：

“此吾家千里驹也！”“家驹”二字就来

自于此。

邵敏、邬淑婉老师当时都是人到中年

的女同志。我们在校学习的前半段，始终

在我们班或者小组，给我们讲授物理知识

和振动理论，带领我们做实验。在“开门

办学”期间，和我们一起活动在“开门办

学”点，一同啃工厂食堂的窝窝头。

在最后一学年里，我们学习专业课。

在学校集中上课后，我们班的同学被分成

5个组，由专业课老师带领，分头到北京

地区的几个工厂，结合具体工程项目的设

计、制造，深化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掌握。

我被分在压力容器组，薛明德老师带领我

们小组6名学员，来到北京高压容器厂。

刚到该厂时，薛老师亲自与该厂总工程师

及相关部门联系，具体落实对我们学习和

实践的安排。从那天起，我们吃在工厂，

住在车间外的平房里，从秋天开始，直至

严冬。在此期间，薛老师结合实际，给我

们讲授压力容器的类型、构造和设计制造

中的力学问题。该厂生产的氧气瓶和高压

换热器就成了我们深入研究的对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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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对该厂的浮头式多管程高压换热器进行

了应力应变测试计算。薛老师带领我们编

写有限单元法计算程序，打制计算纸带，

一起到北京邮电学院上机计算。此间，回

校过程中，我们有幸来到薛老师家里。看

到薛老师一家只住一个单间，大人成天忙

于工作，女儿正在上幼儿园，我们顿时感

到，薛老师成天为我们奔波辛劳，该是克

服了多么大的困难，多么不容易呀！ 
在那三年半时间里，担任我们班指导

员和班主任的，先后有程宝荣、焦群英、

蔺书田、陈德、杨锡芬等老师，他们除组

织领导我们全班的课程学习外，还要关心

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和我们同吃同住，亲

密无间，为我们殚精竭虑，陪同我们度

过了那紧张而快乐的岁月，结下了深厚

的情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负责我们英语学

习的基础课部的简老师，一位年过半百的

女同志，身体有恙，形象憔悴，但总是按

时来辅导我们的英语学习。闲谈中她告诉

我们，她还专门找刚从美国回来的华人，

咨询英语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请对方为

我们的辅导读物录音，用于我们的学习辅

导，真是用心良苦。

老师们忠诚于教育事业，焕发出凛然

正气和拼搏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同学们追

求知识的欲望，鼓舞着同学们不断进取、

刻苦钻研。

虽然有时也不得不表面上应付当时的

政治斗争，但老师和同学成天投入的却是

教育和学习，大堆的课程教育学习在一

门一门地进行和完成。每年的寒假只放14
天，暑假只放40天。开学后每周只休息

1天，其余6天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的：早

晨6:30起床集合做早操，开始一天的学习

和生活；晚上10点响铃统一熄灯就寝。同

学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晚自

习在专业课教室或者寝室复习、预习；平

常课余和星期日，学校图书馆总是座无虚

席，充满学习气氛。三

年半时间里，同学们在

老师的引领下，向书本

学习，向实践学习，如

饥似渴、争分夺秒地吸

取知识，以实际行动抵

制了“四人帮”及其爪

牙“知识越多越反动”

的荒谬理论，用系统的

基础和专业知识丰富了

头脑，取得了丰收；同

时，从老师们的言传身

教中，学到了事业心、

责任感和为人处世的整

套学问。我们的班级，

不愧是我们全体同学丰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强三一班毕业合影。第 3排右 2为陈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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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家园！

不屈的集体，正气的家园

1976年1月8日，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不

幸因病逝世，“四人帮”及其在清华大学

的爪牙规定师生“不准做花圈，不准做挽

联，不准出校门”等，禁止师生举行和外

出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层层传达到各

班级。一时间，学校内飘荡着压抑和恐怖

气氛。

但是，“四人帮”的淫威不能压制师

生们崇敬周总理的心情，大家一直等待机

会悼念周总理，以了却心中夙愿。

4月3日，星期六，第二天既是星期

日，又是清明节。我们班除少数同学因课

题需要未回校外，其余同学经过充分安排

准备，亲手制作了一个大花圈，从学校工

友处借来人力三轮车，载着花圈，子夜出

发，手扶花圈簇拥而行。大约凌晨3时，

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

将花圈端端正正地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

北侧栏杆前。我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在班

党支部副书记王长明同学的带领下，集体

三鞠躬，默哀，带着抽泣和哽咽，齐声宣

读了我们的悼词，向周总理表达了“将四

个现代化建设进行到底”的誓言和决心。

然后，环绕纪念碑四周，观看人民群众悼

念周总理的花圈、花篮，阅读声讨“四人

帮”、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挽联和横幅，

从层层叠叠、堆积如山的花圈、花篮和诗

词、横幅、挽联中，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巨大力量，久久不肯离去。原路返回

学校时，已是东方既白的清晨。实现了悼

念周总理的夙愿，心中有一种由衷的满足

和安慰。

经当时了解，清华大学的许多班级和

广大师生，不约而同地在清明节那几天，

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

圈，悼念和缅怀周总理。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

“四人帮”。消息传来，全校师生兴高采

烈，欢呼雀跃。10月24日，全校师生参加

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粉碎“四人帮”庆

祝大会。后来，党中央又为清明节前后人

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平反，认定那是一次反对“四人帮”的群

众抗议运动。

感恩的集体，精神的家园

三年半的朝夕相处，我们共同度过了

人生中最美好的大学生活，师生之间、同

学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间，强三一

班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1977年1月，我们毕业了，依依惜别

了老师、同学和母校，奔向祖国的四面

八方，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在毕业后

的几十年里，我班同学中，尽管人生过往

不同，经历各异，但是，不少人是所在行

业、单位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专家，还

有大学博士生导师，更有脚踏实地、几十

年如一日，在技术和管理岗位上兢兢业

业、含辛茹苦的默默耕耘者。不少同学即

使在退休之后，仍被不同的单位返聘，有

的至今仍在返聘岗位上继续发挥余热，为

祖国的繁荣发展添砖加瓦，体现着可贵的

社会价值。这些，完全得益于当初清华大

学的培养和老师们的精心哺育。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45年过

去。进入2022年，当年风华正茂的强三一

班同学都已年逾古稀。抚今追昔，我们心

怀感激，感恩有您——难忘的老师，难忘

的同学，难忘的班级，难忘的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