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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

《水木清华》创刊于2002 年，前身为清华校友总会创办的《清华人》。2010 年1 月，取得正

式刊号，更名为《水木清华》，面向社会公开发行。《水木清华》月刊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

办，清华校友总会承办。

《水木清华》是一本集知识性、前沿性、文化性为一体的综合类杂志。杂志以“服务校友成

长，关注未来发展，开拓国际视野，传承清华文化”为方针，在清华大学和校友、校友与校友之间

搭建起交流的平台；记载清华大学发展历程，交流清华校友的人生感悟，弘扬清华精神，传播清华

文化，为清华人才培养和校友职业发展服务。

《水木清华》得到了各地校友会和广大校友的大力支持。目前，每期向全球校友发行65000

份，已经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份校友刊物。我们将继续努力提高办刊质量、扩大刊物影响力，

把《水木清华》办成世界一流的校友刊物。

2012年12月22日，《水木清华》举行了创刊10周年座谈会，近20位校友和十几位校内领导出

席了座谈会。与会嘉宾为《水木清华》的发展献计献策，就杂志报道内容、形式、经营等方面提出

了很多中肯而精到的建议；并对《水木清华》提出了新的目标与要求：期望杂志发展能与校友工作

和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相结合，服务校友发展、学校发展，并争取超越校友层面，对社会

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在下一个十年，精心培育、提升水平，争取创建名刊。兹刊登部分座谈会发

言与大家共享，并诚挚欢迎广大读者献言献策，共同办好《水木清华》。

“两刊一网”，即《清华校友通讯》、《水木清华》和清华校友网是清华

校友总会拥有的校友媒体。经过多年的发展，“两刊一网”已经成为了校友了

解母校的窗口，是校友们交流、互动的平台，被校友们赞誉为“精神家园”。

2009年，清华校友总会又针对海外校友推出了《清舞飞洋》电子期刊，在广大

海外校友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清华校友总会即将走向新的百年，在未来的旅程中，厚重的《清华校友通

讯》、灵动的《水木清华》、便捷的校友网、年轻的《清舞飞洋》必将会为广

大校友带来更多的欢乐与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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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格调很好，于当今形式下，能够

倡导、驾驭奋发向上这种学风，给青年学生以启示。

有一点我觉得需要改进一下，现在介绍校友的成绩、

光环、荣誉比较多，我希望更多的报道在基层踏踏实

实做工作的人，像报道寻找最美的乡村医生、最美的

乡村教师等，这是一种更大的凝聚和鼓舞。

——新华社原副社长 徐锡安

对于杂志的几点建议：一、战略思想。清

华的人文学科也在经历伟大的复兴，同时我们国

家在新的发展过程中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我们的

校友可以为国家提一些战略性的建议。二、引领

风尚。除了要继承清华的传统，还要面向未来。

三、国际视野。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学术

教育会成为国际关注的导向。清华要在教育层面

做一个领军者。

这本杂志可以作为一个载体，为清华的发展、

国家的发展做一些贡献，这不能光靠编辑本身，还需

要广大校友共同的努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处长、

《水木清华》编委 左传长

《水木清华》杂志搞得非常好，在中国大学

的杂志里我看是最好的。文章好，有一种精神在

里面；编辑好，编辑的图片也非常好；最重要的

是文章质量好。

第一点建议：很多想报考清华的学生都想了

解在校学生的状况，我觉得应该市场化，以销售

量为导向，让社会认可。

第二点建议：杂志能不能在内容上分类？分

成至少三类，把经济、人文、商业的内容分开；

有的文章不好发全文，来个摘要；所有有关校友

和学校建设的放一块，学校领导的一些讲话和文

章可以保留，其他学校可以借鉴，不能到处都是

校友的事。稿子还要更开放、尖锐一些。

第三点建议：能不能以主题为导向？围绕社

会事件可以把校友组织起来。

第四点建议：立体化。杂志出的第一天同时上

电子版，不要怕盗版，不要怕有电子版人家不看纸

本杂志。与新浪或者搜狐合作，把你杂志的名声带起

来；争取让杂志进报刊亭；纸质、网站、活动，三位

一体；网站可以活一点，一篇文章出来后，允许跟

帖，校友可以发表感想。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水木清华》编委 祁 斌

我希望看到《水木清华》中有更多人物成长

的文章，他们离校以后在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

所思所想，都做了哪些工作，包括他们关注些什

么。还希望杂志能够从思想、文化上有独到的见

解，起到比别的杂志更大的作用。期望这本杂志

越办越好，能对我们今后的事业有所帮助。

 ——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 林天强

（校友）离开清华以后，透过《水木清华》

这个窗口，既能看到其他校友在社会上做些什

么，又能看到清华这些年的发展，看到清华校友

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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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要想办得更好，应该在以下几个

层面上加强：一个层面是理念和理论性；另一个层

面是联络校友，反映和报道校友的事迹，让大家透

过这本杂志看到完整的校友形象。

——京能集团原董事长 李凤玲

杂志以后要多走出去，多出去采访。对正在奋

斗、正在成长的清华人做一些面对面的采访，报道他

们的成长轨迹、事业发展，希望能多一些这样的文

章。再一个，能不能做一些线下的活动，活动和杂志

相配合，通过实践直接推动杂志获得更多的财力，从

而推动杂志的发展。

——《汽车观察》杂志总编辑  刘小勇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清华有那么多年历史，

清华校训在清华文化里是很重要的。我建议在杂志中

要突出“情”这一方面，这是清华人心里永远的家

园，两个特点：一个是温馨，一个是厚重。把这两个

方面凸显出来的话，文化底蕴就涵盖在里面了。清华

的梁振东曾经给清华的留洋学生看过一本书叫《国学

论述》，他当时说：“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但是，

如果你对中国本土的东西都不了解，你出去也只能是

一个带着洋帽子的外国人，也不会有多大贡献。”所

以我想可以专门开一个栏目，不一定很学术，但能够

把清华精神通过国学和文化传承下来。

—— 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生  萧伟光

《水木清华》反映了年轻清华校友的精神状

态，非常好。现在期数比较多，我建议每期对于某

一行业的校友进行集中报道，这样读者看起来会觉

得内容比较充实，当然一期杂志不是只有这一个内

容，而是适当的有一点侧重，比如每年10期，每个

月有不同的侧重点。

——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 方惠坚

我在学校主管过宣传，亲眼看到这些年这本杂

志不断地发展和提高。办一个刊物，定位、特色、

内容和形式是四个基本要素，总体来说，杂志定位

还是比较准确的，特色鲜明、内容高雅、形式活

泼，这个杂志肩负着非常光荣和艰巨的任务。

杂志里有一个栏目叫“声音”，这个栏目很

好，能有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可否再加一个“回

声”，对我们过去发表的文章进行反馈。另外一

点，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宽视野，加强关注国内外一

些中高等院校的动态。

——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胡显章

我在学校的基金会工作。《水木清华》还叫

《清华人》时，我就和杂志有过接触。学校一般给

到基层工作的毕业生举行出征仪式。有一年《清华

人》的封面是副校长给毕业生整理仪表的照片，把

杂志给那几个毕业生时，他们特别激动地带走了，

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很多在基层默默工作的年

轻校友需要这种关心和支持。如果（刊登了在基层

工作的毕业生的文章），当他们知道每期有6万多

名校友能够了解自己在基层的工作时，是能给他们

一些精神上的支持的。

——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 王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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