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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0年10月17日，我校举行
刘仙洲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会和史料图
片展。刘仙洲，我国著名机械学家和机械
工程教育家，从1932年起一直任教于清华
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副校长、
第一副校长，为学校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本刊特刊发清华大学党委原书记贺美
英在纪念会上的讲话，以致怀念。

我是1956年入学的，当时刘仙洲先生

是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很遗憾我没有上

过刘先生的课，因为我是电机系的，他是

机械系教授。但是他的教学严格、为人正派

在同学中流传很多，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清华的学风非常好。我们那时候

上课，从化学馆到西主楼，没有自行车，

就是走路。当时南北主干道不是马路，是

土坡高起的铁路。大家急匆匆穿过铁路，

赶到下一个教室，一点儿不敢迟到。因为

大家都知道，刘仙洲要求严格，其他老师

也很严格。学校这种严谨的风气，对“文

革”前毕业的我们这代学生都有着深刻

影响。大家都知道刘仙洲先生上课到点关

门、学生不敢迟到的故事。他和他们那一

代老师的言传身教影响了后代清华师生，

使这种严谨的学风传承下来。清华的风

气不是讲出来的，是在这种环境中熏陶出来

的，是刘仙洲他们老一辈的教师传下来的。

我们系的一些老教师给我们上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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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刘仙洲的影响。我们是后辈受益的学

生。传统是靠一代代人传承下去的，不是

抽象的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东西。会议开

始前我们观看了会场外举行的“纪念刘

仙洲先生诞辰130周年史料图片展”，其

中有今年99岁高龄的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

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

季院士的回忆文章，回忆他被刘仙洲先生

打零分的经历。王希季在西南联大上刘仙

洲先生的“机械学原理”课，有一次，刘

仙洲命题考试，要求学生做题精确到小数

点后三位。由于当时验算主要靠计算尺，

而计算尺的准确度又有限，若想精确到小

数点后三位得借助笔算。王希季很快用计

算尺把题做完，却忽略了精确到小数点后

三位的要求。刘仙洲没有宽恕他对小数点

位数的忽略，判卷时毫不留情地打了“零

分”。这个零分犹如一剂清醒剂，使得王

希季认识到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这也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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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他日后时时刻刻注意在工程上严谨认

真，保证做到“零缺陷”。

刘仙洲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源于他对工

程技术人才的培养理念，他一向认为：严

谨正规是培养工程师基本素质的重要步

骤。他对学生说：“将来你当了工程师，

在进行设计工作的时候，如果小数点错了

一位，那将会造成什么结果！所以一定要

加以严格的训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刘仙洲先

生严格要求，以身作则，从他那里，学生

们不仅学到了知识，学会了治学方法，还

懂得了如何做人。我们纪念刘仙洲先生，

就是要认真总结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传承他的严谨学风，并使之发扬光大。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刘仙洲先生执

着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中学时代就加入

了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是一位少年革

命者。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亲眼看到共产

党领导下的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亲身体

会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办事

的，同过去的反动政府有本质的不同。他

如饥似渴地学习、思索，反复从理论和实

际两个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

业，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55年11月

7日，65岁高龄的刘仙洲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

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

新中国最早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

刘仙洲在教育界资格老、威望高，他

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引起了清华校内师生

的关注，在全国，在教育界、知识界也产

生了强烈反响。在他之后，张子高、张

维、梁思成等30多位教授、副教授相继

入党。蒋南翔校长曾经说：“一百单八

将（指当时在学校的100多位教授、副教

授）是清华的稳定因素。”刘仙洲的入

党，给先进知识分子指明了政治上的努力

方向。在刘仙洲入党的支部大会上，蒋南

翔作了题为“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

归宿”的发言，后来发表在《北京日报》

上，成为清华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宝贵的

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一名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我想，

贯穿刘仙洲一生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神，这种精神随着时代进步不断升华。如

果说，早年刘仙洲的爱国思想是朴素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思想境界发生了较大变

化，他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和国家的事业

联系在一起，他的爱国精神集中表现为对

党、对人民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与忠

诚；自觉地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理想不懈努力。刘仙洲入党不是为

了追求什么地位，而是源于强烈的爱国主

义精神，将其看做自己人生归宿。这才是

他入党的“初心”。面对新中国社会主义

的伟大现实，他不停地学习，不断地追求

进步，主动适应历史发展潮流，正像何东

昌同志说的那样：“他的一生，是不断学

习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清华最值得自豪的就是爱国主义精

神。爱国奉献，追求卓越，把个人的前

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努力奋

斗，奉献终生，是清华的优良传统。我们

今天纪念刘仙洲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爱

国主义精神，继承老一代清华人的光荣传

统，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勇攀高峰，把

对祖国的爱倾注于学习中，倾注于生活

中，倾注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中，

倾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我

想，这将是我们对刘仙洲先生诞辰130周

年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