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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不规则造波机研发基础上，吸收引

进国外造波机技术，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功能更加齐全的不规则造波机系

统。这一系统，除了用于自己实验室，还

供其他科研单位使用。

1990年，实验室通过验收后正式对外

开放，成为我国第一个承担海岸和近海工

程领域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工程技术研究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研发展更离不开人才团队。根据学

科发展和国家建设需要，邱大洪提出，让

实验室里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拓展研究方向

及组建团队。

在他的指导下，这些中青年学术骨干

拓展了海冰、海上平台波浪水流力、海水

两相湍流和水质精细预报的系统、海岸变

形与泥沙运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等研究

方向，进一步拓展了科研人员的研究视

野。“实践证明，邱老师具有长远眼光，

拓展研究方向及组建团队的决策完全必

要，也非常及时。”大连理工大学教授王

永学说。

浪潮滚滚，涛声阵阵。邱大洪将毕生

心血奉献给我国港口、海岸和近海工程领

域的教育、科研及工程建设事业，他的耕

耘与奋斗铸就了中国海岸与近海工程的辉

煌。着眼于中国海洋工程事业的发展，他

的学术思想和工程实践，将激励后来者砥

砺奋进、勇攀高峰。

（转自《瞭望》新闻周刊，2025年第7期）

清华大学党委原常委、纪委原书记，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叶宏开同志，因病于
2025年1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叶宏开同志1940年3月出生，浙江慈

溪人。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
学系，并留校任教。1995年晋升为教授。
1987年任工程力学系党委副书记，1988年
任系党委书记。1994年起历任学校党委组
织部部长、纪委书记、监察工作委员会主
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校史研究室主
任及医学院党委书记。2005年退休。

2025年1月5日，是中国旧历的小寒节

气，这一天，叶宏开老师永远离开了我

叶落霜天墨留香

——怀念叶宏开老师

○韦庆媛  冯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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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悲痛的日子里，我们不断回忆起与

叶老师交集的时光。印象最深刻的是撰写

出版清华体育史。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

我们和叶老师朝夕相处，叶老师的工作精

神使我们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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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体育在中国大学体育发展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也是清华传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2006年校史研究室申报了学校“985

工程”二期文科重点建设项目“清华大学

专题史”课题，清华体育史作为弘扬清华

传统的重要议题列入其中。校领导对体育

史的撰写给予了极大关注，成立了体育史

编委会，时任校党委书记陈希任编委会主

任，陈旭、叶宏开、郑燕康任副主任。编

写体育史的具体工作由曾任校史研究室主

任的叶宏开老师担纲主持。2007年，叶老

师带领我们组成了写作小组。

写作小组多次认真讨论写作框架和写

作思路，定位本书为首次全面总结清华百

年的体育历程，既是对以往体育历史传统

的回顾，也是对未来发展的借鉴，内容应

该丰富多彩，涵盖面广。叶老师亲自承担

“文革”前清华体育史的撰写工作。

一百多年来，清华体育始终伴随着为

校为国争光而展开，远东运动会、五大学

体育会、华北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奥

林匹克运动会等，清华健

儿奋力拼搏，在国内外各

种赛事中佳绩频出，展现

了爱校爱国的情怀。在反

映体育成绩的同时，叶老

师对撰写体育史提出两点

意见：一是清华体育要有

故事性，具有可读性，让

懂体育的人和不懂体育的

人都能看得懂。二是清华

大学并非体育专业院校，

体育史不仅要记录运动成

绩，还要重视体育在培养

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如何体现故事性？校

友的经历无疑是最直接的体验，叶老师提

出写作中要抓住典型事例，进行生动描

述，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悦见其中。比如

钱伟长先生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因家境

贫寒，多病缺医，进校体检时身高只有

1.49米。经过在体育代表队的持久锻炼，

到大学毕业时，身高达到1.65米，大出疼

爱他的母亲和祖母的意想。梁思成先生自

诉：“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可是当年还

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

将……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

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我很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这些生动的

事例展现了清华体育的魅力，增进了体育

的旨趣。

此外，采访是重要的故事补充源泉。

从2006年到2008年，叶老师带领我们正式

采访了75位师生和校友，还对一些校友进

行随访，前后有上百位，获取了大量亲历

者第一手资料。在对清华排球队的访谈

中，队员们谈到一次胜利：“1965年清华

2006 年 11 月 28 日，叶宏开老师（右 1）主持座谈会回顾

1950 年代女排代表队校园生活，会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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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排在甲级联赛的第一场就遇上了上届冠

军北京矿业学院队，比赛中，清华一开局

就处于劣势，比分6:14落后……比赛重新

开始后，他们死死咬住对方，一分一分往

回捞，梁肃拦网得分，张丕林扣球得分，

方纯正探头球得分……对方的得分像凝固

了一样，16:14，清华扳回了第一局，随

后的两局打得同样艰苦，但清华男排没有

给对方机会，一鼓作气以3:0拿下了第一

场胜利。”清华男排连追10分，在高涨的

士气下勇往直前，力克对手，可以想见赛

场上是怎样的欢声雷动！这样的描述增强

了故事性，大大提升了体育的趣味性。

如何体现体育在培养人中的作用？叶

老师提出从校友在体育运动的成长中找线

索。为了体现体育与成长的关系，我们挖

掘了几百位体育好、成绩好、贡献大的清

华人物的资料，其中专门记录在校时体

育成绩突出、毕业后在各行各业作出卓越

贡献的人物就有六十多位，较好地诠释了

体育回归教育的宗旨。著名植物生理学家

汤佩松曾说：“我从一个比较淘气的孩子

变成一个能做点工作的人，全靠清华的教

育。”“我特别怀念马约翰老师，我是少

数几名获得全能奖的体育运动员，我在那

时及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克服许多困难

和挫折，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优良竞赛

作风、态度及精神，是和在清华八年间体

育道德精神的培养分不开的。”健壮的体

魄，高度的自觉，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的

品德，善于协作的团队精神，为清华学生

后来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清华体育史把清华人的精气神

反映出来，把清华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在采访中，亲历者不仅有体育先进人

物，也有主管体育工作的校系领导，他们

的回顾更能让我们体会学校在群体育人方

面的成果。自动化系在全校运动会上屡获

佳绩，据自动化系原党委副书记李军回

忆：“那个时候一开运动会，自动化系的

同学‘嗷嗷叫’，敲锣打鼓，啦啦队也喊

得‘凶’，集体荣誉感很强，对学生干部

的锻炼和对班集体凝聚力的提升等也都有

很大作用。”体育是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

和团队精神的有效途径，群体活动增强了

我们对清华体育精神的认识。

在叶老师的带领下，经过不懈的努

力，2009年4月《挺起胸来：清华大学百

年体育回顾》（上）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

版，2010年7月《挺起胸来：清华大学百

年体育回顾》（下）出版，全书包括清

华“体育史话”“昔日风采”“追思无

限”“访谈摘录”“华章选登”等栏目，

共60万字，这是首次全面总结回顾清华体

育发展历程的著述，得到同行的赞许。

2014年，本书荣获中国高教学会校史研究

分会第四届优秀成果一等奖。

本书的出版，展示了中国综合性大学

的体育发展，体现了清华大学作为非体育

2006 年 8 月，拜访西南联大体育教师牟作云

（前排），后排左起：郭淦、叶宏开、冯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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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院校所拥有的体育成绩、体育育人、

体育传统、体育影响等成果，也引起了国

际同行的注意。在2012年英国伦敦举行第

3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夕，本书的责编宋

丹青传来消息，在此前的书展上，伦敦有

关方面看到此书，认为该书表现了中国大

学生的体育精神风貌，希望出版该书的英

文版，在伦敦奥运会期间传播。于是，叶老

师又带领我们修改书稿、补充照片，可惜后

来对方因故取消了出版计划，但这些准备为

我们进一步梳理清华体育史提供了便利。

2011年清华大学迎来百年校庆，作为

育人重要途径的体育受到重视，学校将清

华体育史列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出版书系

之中，叶老师又带领我们投入到新书的写

作中去。新书延续《挺起胸来：清华大

学百年体育回顾》中“清华体育史话”的

写作主题，重在梳理“史”的脉络，而更

注重“理”，即条理化、理性化，突出了

“体魄与人格”的双重意义，进一步提炼

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清华体育的特点和取得

的成就，并由体育部补充了清华师生参加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内容，冯茵整理挖

掘了大量新照片，使体育史更加丰富生

动。2011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体魄与人格并重：清华大学百年体育纪

略》，该书按时间线索编排，包括体育肇

兴（1911—1928）、乐事体育（1928—

1937）、艰难岁月（1937—1949）、高歌

猛进（1949—1966）、动荡年代（1966—

1976）、再创辉煌（1977—1993）、追求

卓越（1994—2011）、奥运情怀（2008）

共八章，全面梳理清华体育发展史。

叶老师带领我们走进了精彩的清华体

育世界，我们也从对体育一无所知到深入

了解清华的体育成绩、体育项目、体育精

神等，发表了《百年清华奥运历程之启

示》《早期清华的体育发展》等核心期刊

论文。2014年4月13日，清华大学体育部

“体育史研究中心”挂牌成立，在成立仪

式和首次研讨会上，叶宏开老师为校内外

特聘专家颁发了聘书，并作专题报告，我

们也被聘为体育史研究中心研究员，该中

心主任由冯宏鹏担任，韦庆媛被聘为副主

任。2020年体育部参加学校“学科院系部

门发展史编纂工程”项目，撰写体育部时

间简史，我们被聘为专家组成员。

回顾我们在研究撰写清华体育史过程

中的成长，离不开叶老师的指导。叶老

师是一个勤奋、认真、严谨、脚踏实地

的人。他带领我们查找资料，翻阅旧报

刊，确定采访人选，留下了丰富的第一手

资料；他和我们一起到体育课现场“看

课”，滑冰、篮球、足球、沙滩排球，在

丰富多彩的体育课上，实际感受生龙活虎

的现场气氛。叶老师平易近人，常和我们

一起谈论国事、家事、天下事，亦师亦

友，从没有领导的威严。如今，叶老师已

离我们远去，但他的音容笑貌永驻我们心

中，怀念敬爱的叶宏开老师！

2008 年 3 月 26 日，采访清华跳水队教练

于芬后在清华游泳跳水馆跳台前合影。左起：

于芬、叶宏开、韦庆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