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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留恋的就是清华的精神
——纪念刘达校长诞辰 110 周年

郭故事

刘达 (1911-1994)，又名刘成栋，当代著名教育家。1935 年刘达

在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时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雁北地委书记

等职，1945 年赴东北任陈云秘书，1946 年，哈尔滨解放，刘达任首

任市长。建国后，历任东北农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林业部副部长，

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国家标准计量

局局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名誉校长。是中共十二大代表、

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本栏目由本刊编辑部与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合办

在 清 华 大 学 建 校 110 周 年 之

际，我们也迎来了与清华同龄的老

校长——刘达同志 110 周年诞辰。

刘达自 1977 年来清华工作，在生命

的最后 17 年里，他一直陪伴和关注

着清华的改革与发展。在这份清华

大学档案馆珍藏的刘达为纪念清华

大学建校 80 周年撰写的文章《我

与清华》中，他深情地写道：“如

果有人问我，你最留恋清华的是什

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留

恋的就是清华的精神！一种百折不

挠、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种热爱祖

国、忠于事业的精神！一种严谨、

勤奋、求实、创新的精神！一种自

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 刘达《我与清华》（初稿）（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刘达一生爱祖国、爱人民，坚

定共产主义信念投身革命事业，坚

持实事求是、敢于创新，为祖国教

育事业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在清

华工作期间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他所留恋的“清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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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对重大问题果断做出决策，清

理了清华在“文革”中的一系列重

大政治事件，为遭受迫害的 1000 余

名教职员工平反，给师生以莫大的

鼓舞。这是清华从困境中挣脱，迈

向健康发展道路的关键。

尊重清华传统，

敢于开拓创新

刘达到清华以后，并没有对学

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深入

群众队伍，了解学校的发展历史和

办学思想。他常常利用中午时间到

教职工宿舍逐户走访，倾听教职工

对学校未来发展的建议。经过深入

地了解，他继承和发展了学校在“文

革”前行之有效的办学经验，如重

视思想政治工作，实行学生辅导员

制度，坚持教学、科研、生产“三

结合”等。同时，在走访过程中他

刘达（左二）在学校干部会上讲话（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坚持实事求是，

冲破“两个凡是”束缚

1977 年 4 月 27 日，有人对刘

达说：“中央要派你去清华大学任

党委书记。”在 “文革”中受到打

击，已对教育事业心灰意冷的刘达

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去。”当晚

刘达就去找王震，王震说：“你要

去！教育太重要了！” 4 月 29 日，

刘达在与清华中层以上干部见面会

上说：“我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

该为党、为人民多做点什么，所以

就来了。”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受到

严重破坏，是满目疮痍的“重灾区”，

教学、科研工作几乎停滞，冤假错

案堆积如山，百废待举。但是当时

受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

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指导

思想的影响，许多问题得不到正确

解决。面对这种复杂严峻的局面，

刘达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

无畏气概，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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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现，清华蕴藏着一支高素质的

教职工队伍，清华的振兴，需要依

靠清华自己的力量。因此，他提出

“依靠清华，办好清华”的指导思想，

大胆启用清华原有的干部和优秀教

职工，清华师资队伍得以迅速恢复

和充实，为学校步入正常教学秩序

提供了条件保障。

刘达在学校校园保护和建设方

面亦做出了突出贡献。受“文革”

和 1976 年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学校

许多重要的历史性建筑受到不同程

度的损坏，如清华学堂门窗被拆得

破烂不堪，“工字厅”许多墙体被

打了洞，朱自清、吴晗在西院的故

居也受到破坏。当时有人从经济的

角度考虑，主张拆除清华学堂和西

院。刘达亲自到现场勘查，认为这

些建筑是清华历史的见证，蕴涵了

清华的过去，也蕴涵了清华的历史

传统，清华学子能从中汲取奋进的

力量，绝对不能拆除，而是应该在

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加以修缮。在他

的支持下，这些古老的建筑得以保

留和修葺。

在继承清华优良传统的同时，

刘达对学校工作也做出了改革创新

左图：1986 年，刘达在即将毕业的 1981 级毕业生纪念

册上题词（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上图：1980 年，刘达（右）与华盛顿清华同学会会长王

颂明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留影（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1986 年，刘达在湖南衡山县视察小学教育（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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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工作照片（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之举。在学校规模与布局方面，他

先后撤销了绵阳分校、水利系三门

峡基地、团河农场、西山林场，集

中力量办好学校。在学科建设方面，

以刘达为首的校党委做出了把清华

从多科性工业大学逐步转变为以工

科为主，兼有理科、文科和经管学

科的综合性大学的初步规划，先后

恢复建立了应用数学系、物理系、

经济管理系等，培养了大批杰出人

才，为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建设与发

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学校国际交

流与合作方面，他曾率领代表团访

问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等，与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实

验室和研究所建立了联系。

为使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他多次鼓励教授们

不仅要在教学、科研方面做出成就，

在国家制定各行各业的发展决策方

面也要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应有的

作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

学校逐步迈进了新的发展阶段。

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奋斗终身

1982 年，清华在刘达校长的领

导下，基本完成了恢复与调整任务，

进入了“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

的新阶段。这时，刘达认为自己对

自然科学知识了解不多，许多东西

不仅没有“发言权”、甚至连“听

言权”也没有，应该让比较了解科

学技术的同志来主持学校工作。于

是，他主动辞去了校党委书记的职

务，一年后又辞去校长职务，后担

任清华大学名誉校长，时刻关注着

清华的发展。

在清华退居二线期间，他仍为

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着毕生精力。

1983 年 6 月，刘达当选为第六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

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他深感责任

重大，认为这是他有生之年为祖国

教育事业奉献的最后机会。他从我

国国情出发，着眼于基础教育，不

顾年老体衰，拄着拐杖先后考察了

贵州、湖南等偏远山区的中小学教

育，为改变我国基础教育的办学条

件奔走疾呼。

刘达每外出一段时间后，都

会回清华，看看学校发生了什么

变化。他到校内办公室的第一件

事就是看《新清华》等校内刊物，

请校长、书记来汇报工作，并在

学校重大决策方面提出具体意见。

如在学校基建方面他提出：“基建

排排队，学生宿舍应放在第一位，

其次是教室，再其次是教职工宿

舍。”在他的指示下，清华先后

建立了一批学生宿舍、教学楼等，

改善了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

生活条件，为清华今后的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刚刚过去的 110 周年校庆，

清华大学向世界呈现了“自信从容、

自强创新”的世界一流大学奋发向

上的精神风貌，清华大学取得今天

的成就，我们不能忘记“文革”后，

清华百废待兴之际，刘达校长为清

华大学走向健康发展轨道所做的贡

献！

永远怀念刘达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