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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清华二校门

二校门是清华最早的主校门

清华园，原是康熙年间所建的熙春

园的一部分。道光年间，熙春园被分为

东西两园，东园仍名为“熙春园”，赐

于五子奕综，俗称“小五爷园”，咸丰

即位后将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并

亲题匾额。西边的园子起名为“近春园”，

赐于四子奕詝（即咸丰帝），俗称“四

爷园”。

1909 年在北京史家胡同的游美学务

处举行了我国首次留美考试，同年内务

府将西郊皇家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

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

二校门是清华学堂最早的主校门，

始建于 1909 年。二校门是当年校园的

主要出入口，早期的二校门两翼延伸有

矮墙，东西各连通有其他建筑。这里的

围墙，是区分校园内外之界墙。当时的

清华门纪森严，一切无关人员都禁止擅

入。教授来校上课时，其乘坐的人力车

只能停在二校门外，教授徒步走进校园。

1933 年，校园扩建、清华园墙外移，清

华大学又建了新的大门，即现今的西校

门。自此，这座最早的主校门就被称之

为“二校门”。   

早年从北京城里来清华园，交通车

是要出西直门，经海淀镇，到清华园的。

我是 1955 年考进清华大学的，当年我

作为新生报到时，就是在西直门集合，

乘校车走的上述路线，穿过二校门，到

清华学堂报到的。

后来北京市的交通规划发展，经新

街口豁口开通了学院路，可以直达清华

园火车站西侧的停车场。由此，清华大

学又开辟了南校门，打通了校园内南北

干道，正式的南校门到现在还保存着，

设计人是建筑系的田学哲教授。

1959 年，在蒋南翔校长的亲自主持

下，在铁道部的大力支持下，校园东侧

的京张铁路东移到五道口。清华校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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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出现了宽敞的可建设用地。根据清华大学

59 规划，学校的中央教学主楼在新校区定

位后，在中心主轴线南端开设了主校门。当

时学校党委两办主任何介人同志亲自邀请我

来设计，四柱式的主楼前校门，于当年建成。

后因主楼前广场向南扩展，被拆除，另建新

校门。

60 年代，原来的主入口已经不能适应繁

忙的交通流量了。为了方便，也为了安全，

学校决定将这个校门的两侧围墙拆除，形成

环岛，打通了南北上下分流的交通枢纽。

1985 年初，在张慕葏副校长主持下，

我参与制定了清华的 86 规划，校园又征地

649 亩，校舍扩建 27 万平米，主楼前的中

轴线向南推进了 600 多米，主校门前移后，

又请建筑系胡绍学教授设计了新的主校门。

原来的主校门，后来的“二校门”，就

完全被包围在学校的中心区，二校门的称谓，

不仅被延续，还成为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

成为来访者到清华时必然要来打卡的宝地，

驰名中外。

时光如流水，春夏秋冬，年年岁岁，矗

立在校园主干道上的二校门，在风雨中默默

见证着清华大学的历史与发展。它不仅仅是

清华园鲜明的标志，也是清华人勤奋求实、

荣辱不惊品格的象征。

亲历复建二校门

1966 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清华的

二校门曾被拆毁过。到 1990 年，学校要复

建二校门，很幸运我也参与了全过程。记

得当时张孝文校长刚上任，原党委书记的

李传信同志亲自找我到办公室面谈。传信

书记主要问我几个重要问题：

过去有段时间，教授来校上课时，其乘坐的人力车只能停于二校门外，教

授徒步走进校园。

复建后的二校门。

二校门的两侧曾有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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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也有个“二

校门”，我们怎么办？

建议：我们赶紧复建！

没有图纸怎么办？

建议：请设计院想办法。

我当时是设计院的院长，就

请设计院年轻的孙国伟老师负责，

在谢照唐总工等同志的指导、支

持下，根据现场勘查地基的实际

尺寸和相关老照片放大的方法，

完成了复原建设的图纸。

投资怎么办？

建议：不能挪用基建经费，

只能自筹，建议向校友募捐。

感谢校友总会出面，后来捐

款顺利解决了。

谁来施工？

建议：请学校修缮处负责施

工。

外装修颜色怎么定？

建议：容我调研！

因为当年说法不一，后来我

亲自调研，大数据综合分析，再

报请领导定夺，最终决定二校门

外装修颜色为奶白色。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91

年，清华大学 80 周年校庆，接校

长办公室主任通知，要求我画一

幅二校门的速写，以供学校对外

礼品用画，我随即完成了钢笔速

写画作《清华二校门》。此画于

2016 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后，

被国家博物正式收藏，这是后话。 

复建的二校门为何高了些

二校门按计划在 1991 年校庆

前顺利修建完成，师生纷纷点赞。

没想到也有其他声音：教代会上，

有人提问新建的二校门为何比原

来的建筑高一些？甚至有个别人

要求“拆了重建”，这可不是小

事啊。

校领导又责成我来处理。我

很慎重，首先从调查研究着手。

我先访问了设计者、看了图纸，

又拜访了组织施工的负责人，才

知道总高度有出入，是来自于复

印机所放大的照片不够精准，加

上新老砖块尺寸与手工砌砖的灰

缝大小不可能完全一致，由此有

一定差别。

是拆？是改？还是保留？我

用了近一周的时间，利用下班高

峰的时段，站在二校门的东侧，

随机访问过往师生，听取意见，

其中有老、有少、有专家、也有

大师，结果发现，多数人都说可以，

并不认为高一点的二校门有何不

妥。这些人中包括建筑系的李道

增院士、关肇邺院士等。最后一天，

我的恩师吴良镛院士正巧路过二

校门，我立即上前请教。吴先生说，

“周边的建筑都高了，二校门高

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他还表示“不

必拆拆改改，劳民伤财”。基于

调研的结果，校领导责成我在当

时的教代会上，做一个正式汇报。

复建后的二校门，就亭亭玉立地

站在原址上了。

笔者画作的国博收藏证书。
笔者画作，后为国博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