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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人”浅析
〇熊实先（1964电机）

读过许多有关清华校友的报道或回忆

文章，无论是历史上的名人大师还是现在

自强不息的清华学子，他们不约而同地以

一个共同的名字——“清华人”自勉和自

豪。这些“清华人”，不论投身于科技攻

关事业还是从事平凡的工作，无不敬业爱

岗、不畏艰苦、奋发有为、创出业绩，担当

“领头雁”角色，受到社会上的广泛好评。

我在寻思：“清华人”身上究竟有哪

些特有的共性呢？百年清华的优良传统又

是怎样潜移默化熏陶出来这些共性的呢?

结合看过的报道和自己在清华读书并留校

工作15年的一点切身感受，尝试作一些初

浅的解析。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打好基础，培养自学创新能力

我们工作之后都有同感，大学学到的

好些专业知识效用有限。其一：分配工作

很难完全专业对口；其二：专业领域知识

更新很快，如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当时上

课讲的是笨重的电磁装置，工作时很快升

级换代到半导体、集成电路、电脑化。在

知识更新再学习过程中，学校打下基础理

论知识的扎实功底大起作用。这就是“清

华人”转行搞高新技术专业也能攻坚克难

的内功所在。清华历来重视基础理论课教

学，高等数学课就是一级教授赵访熊先生

亲自给我们授课。他讲课深入浅出，概念

清晰，学生听得懂记得牢。1958年试行六

年制，增加一年时间也旨在加强基础课和

“真刀真枪”毕业设计。

古人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来

说明培养自学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清华授

以学生的“渔”是什么呢？那就是蒋南翔

校长常说的要给学生一支能打猎物的好

“猎枪”。为了造好这支“猎枪”，师生

共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教师善于启发式

教学，循循诱导学生独立思考，举一反

三，提高综合分析思维能力。提倡学习要

“少而精”，读书要“由薄变厚”再“由

厚变薄”不断消化吸收提炼深化。清华人

正是靠这支“猎枪”才能不断猎取冒出的

知识“新猎物”。正是知识基础打得深，

才能把科学技术大厦盖得更高。

自强不息，学以报国，使命感强

清华不仅治学严谨,培育出不少名

人大师，而且在他们身上彰显“学而救

国”、“学而报国”的可贵精神。“2010

年感动中国人物”钱伟长大师为了“科学

救国”毅然弃文学理，历经磨难，矢志不

渝；闻一多、朱自清教授等一批爱国志士

仁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奔赴延

安的校友；“两弹一星”功臣（总共23

人，其中清华校友14人）“我愿以身许

国”的高尚情怀……他们用言行诠释与传

承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始

终潜移默化、润物沁心，引领一代代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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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朝着为人为学、又红又专的方向前

行。1964年毕业时，我们想的就是“祖国

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我把去新疆某

国防建设岗位填为第一志愿。

大学时代是人生观、价值观、思想方

法形成的关键时期。学校继承光荣传统教

育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很有成效。

及时生动的时事形势报告，引导同学们

关心国家大事；马列主义理论和哲学原理

课（蒋南翔校长亲自兼任过哲学教研室主

任）启迪同学们的理想信念，教给正确认

识世界和分析事物的思想方法；各种有益

的社会工作和社团活动既锻炼了待人处事

能力又增强了集体观念，懂得了个人要服

从集体、青年要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我

还保存一张“清华大学团委宣传干部合

影”,人数多达近百人。回想我在学校广

播台那段社会工作,收获确实不少。

百年清华培育数万学子中，名人名

家、学者大师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大都

在祖国需要的地方，不畏艰苦，默默奉

献，坚守在平凡岗位上尽职尽力。有位校

友打了个比喻说，清华毕业生好比培育好

的优良种子。如果播种在大兴安岭，它会

长成参天大树（比喻成为名人大师），固

然令人钦佩；如果播撒到沙漠里长成一丛

绿草（比喻坚守在艰苦地方,在平凡岗位

创业者）也难能可贵。因为祖国的沙漠多

么渴望多一些绿草变绿洲啊！不论前者或

后者，不论到哪里，不论干什么，“清华

人”心底的共同理念都是学以报国，自强

不息，创出业绩，回报社会。就靠这种精

神力量激励自己在尖端科技上攻关夺隘，

也同样激励自己数十年坚守在边疆沙漠，

甘于寂寞，艰苦创业。

关注身心健康，促进全面发展

我记得“文革”前清华课余活动非常

活跃，寓教于乐，朝气蓬勃。当时学校倡

导“三支代表队”（政治辅导员组成政工

代表队，因材施教的学习尖子组成科学

代表队，体育和文艺高手组成文体代表

队），一大批同学参与其中，丰富了全校

的课余生活。对促进身心健康、培养人文

艺术素养、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起到良好作

用。

蒋南翔校长提出“争取至少为祖国健

康地工作50年”这句响亮口号，清华园内

人人皆知，而且身体力行。下午4点半以

后，校园内操场上好一派“跑、跳、踢、

打”生龙活虎的热闹景象。多达1400多人

组成的14个文艺社团的活动也相当精彩，

清华合唱团还荣幸地参加了人民大会堂举行

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

提倡以“艰苦朴素为荣”，可以说那

时清华园内风气很好。我是1958年进清

华，当时社会上流传“朝为田舍郎，暮登

天子堂”、“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

爹和娘”的说法，可我到了清华的亲身感

受却不是这样。我看到的是师生穿戴都很

朴素，连留洋回国的大教授衣着都普通得

出人意料。因此像我这样出身贫寒家庭的

同学，从来没有因自己缺穿少钱而感到寒

酸或羞涩。相反个别讲究吃穿的同学感到

有压力。听高年级同学讲过这样的故事：

解放初，有的女同学放假回上海，火车到

苏州附近就要更换衣服，去上海时换上时

尚服装，回清华时换上普通服装。由此可

见清华园内以艰苦朴素为荣的风气有多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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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经常告诫我们：谦虚谨慎是为人

治学的美德。我至今记得蒋校长叮嘱我们

的两句话，大意是说，要正确对待自己，

你取得的成绩不能说满，如果你说到八九

分就有骄傲的嫌疑了。他还风趣地比喻

说，同学们要“夹着尾巴做人”，要防止

骄傲，切莫在外面推销“清华香肠”（比

喻盲目吹嘘清华），要和别人团结共事，

相互取长补短。

许多校友文章谈到自己成长和取得成

功的时候，都不忘感恩母校与师长。清华

人不相信所谓“天才”，只相信“天才出

自勤奋”。即便是“高考状元”进入清

华，也并非什么“神童”，他们的优秀同

样离不开中小学启蒙师长的辛勤培育。

“文革”前大学生比较少，被誉为

“天之骄子”。当时同学们曾经这样问过

自己：我国多少同龄人中才有一个大学

生？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花费多少劳

动者创造的财富？冷静思考得出理性的答

案：我们没有半点为个人骄傲的理由，

唯有发自内心地承诺：把自己的知识还给人

民，服务人民，为祖国效力，为母校增光。

温馨校友会，浓浓清华情

百年来培养的 17万清华校友遍布海

内外，延续几代人。清华校友会把大家联

系在一起，架起了校友心灵沟通的桥梁。

《清华校友通讯》（1934年创刊）、《校

友文稿资料选编》等书刊提供了校友之间

信息交流、情感交融的平台。每到校庆欢

聚时校友们都踊跃参加，大家备感欣慰的

心情好像远航久别的游子，回到了熟悉的

港湾一样温馨。

江西清华校友会是1984年由几位热心

学长发起成立的，至今27年来，在沃祖全

（1959建筑）会长领导下，坚持不懈，悉

心努力，开展工作卓有成效。每年一度

的校庆联谊会上，大家彼此谈心，互相勉

励，自觉地把自己的表现同母校的声誉连

在一起。校友们最爱听的话是“真行啊！

不愧是清华的”；最怕听的话是“怎么没

有干好呀？亏你还是清华的”。

浓浓清华情把江西清华校友的心凝聚

在一起。数百位清华学子在江西这块红土

地上不畏艰苦，默默耕耘，尽责尽力，业

有所成，还有一些担负重任贡献突出的优

秀人才。更值得称道的是江西校友会审时

度势，引导校友为江西改革开放和社会经

济发展献计出力。我记得江西校友会成立

不久，校友们积极响应每人捐助200元支

持创办独立经济实体。谁也未曾想到，当

年这个小小的经济实体，经过市场经济大

潮的搏击，如今脱颖而出成长为具有相当

科技和资本实力名声远扬的“清华泰豪”

上市公司。领头的“清华人”黄代放校友

已经成为贡献卓著的优秀企业家。这件事

为母校争光，令江西校友自豪。胡锦涛主

席等国家领导人和母校校长都亲临视察。

可以说从这里见证了“清华人”在江西奋

发进取的历程，也是在江西的“清华人”

精神风貌的一个缩影。

清华校友积极参与创办和捐助各种奖

学或助学基金，校庆联谊会上都借此贡献

一份爱心。江西清华泰豪公司已经出资成

立了清华江西启航基金和清华江西校友励

学基金。有些基金是以清华名人大师名字

命名，以表达对他们的敬仰怀念之情，更

多的是表达对今天年轻一代清华学子的关

爱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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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清华话今昔   世纪学堂赞歌扬
〇卢耀如（1950—1952地质）

清华百年校庆，在清华受过教育的学

子都会从心中怀着感激与喜悦的心情，向

母校致以衷心的祝愿。

我是1950年秋进入清华大学地质系本

科的，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了新组建的北

京地质学院。两年在清华园接受教育，给

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到了全面的培

育。有几方面感到特别重要，值得回顾。

一、发挥学科优势接受交
叉学科的熏陶

我在福建省福州英华中学学习时，数

理化学习成绩好。当时清华大学航空系主

任沈元教授于1948年回福州探视其病危的

母亲，因战乱他不能返校，就在英华中

学母校教书，也讲授哥德巴赫猜想,并单

独和我谈了三次，鼓励我去摘下这颗皇冠

上的明珠。因福州两次沦陷于日寇的入

侵，所以使我于1950年春季结束英华中学

的学业。因家庭困难，我就想先工作一段

时间，再升学。向沈元先生请教后他说：

“好啊，工作一段时间再升学，理解力更

好。”于是我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福州团

工委南台办事处工作了半年多，把功课都

丢了。夏天时,华东高校先统一招生，我

没参加。后来在英华中学看到比我低班的

同学,都在备考大学,我心动了。华北高校

统考时，我提出申请报考大学，几经曲折

得到批准。于是我抓紧复习丢下的功课，

我还是满怀非清华不读的信心报考了清华

大学数学系、物理系。不幸临考前几天又

生病了，咳痰中有血，当时怀疑我得了

卢
耀
如
院
士

长江后浪推前浪，伟业传承有新人。

上面所述都是我过去经历的好的方面，反

映了绝大多数清华学子的正面形象，是清

华园内的主流。毋庸讳言，清华也有不尽

人意的地方，甚至出现过贪官囚徒。今后

还会面临新形势下的挑战与考验。我们寄

望新一代“清华人”必将与时俱进。1977

级校友精心制作一块“纪念大理石”镶嵌

在学校主楼台阶上，他们的寓意恰好寄托

了“清华人”共同的心愿：我们愿做“一

块台阶”，做一颗铺路石子，让新一代

“清华人”踏上“台阶”，站得更高，看

得更远。祝愿母校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代代传承。

庆祝建校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