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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1日，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

陪同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名誉会长章博华和副会

长项祖荃，去向百岁老学长吴靖祝寿。我们登上

吴老近70年来一直居住的小洋房二楼，只见她

双手拄着助步支架从起居室步入客厅。她面容清

癯，精神矍烁，气度不凡，一头银丝梳理得平贴

整齐。

吴老虽有些耳背，但思维清晰，反应敏捷，

神态灵活。访谈以我写她讲的方式进行。我们告

诉她，上海校友已在4月3日隆重举行母校百年校

庆庆祝大会。她双眼一亮，兴奋地笑着，边点头

边声音洪亮地说：“今天是我一百岁生日，我和

清华同岁！”

清华第一届女生

吴靖原名吴佩琳，1928年在天津一所美国

教会学校念高一。这个活泼好强的女孩见到报纸

称，她神往已久的清华大学首次招收女生，便拉

念高二的姐姐吴佩球同去报考。为了去掉名字的

我和清华同岁
——访1928级百岁学长吴靖

○ 仇国平

“女孩子气”，她特地改名为吴靖。她们没有高

中毕业文凭，不符合报名条件。她并不气馁，拉

着姐姐去天津市教育局说服他们开得同等学力证

明，报上了名。同去赴考的还有两个亲戚，结果

仅她一人考取。她的理科成绩并未及格，但国文

和英语考得高分，故被录取入西洋文学系。清华

这届共招收100多名新生，其中女生18名，17岁

的吴靖年龄最小。当时校内有两座女生宿舍，她

住古月堂。

提到当年在清华园生活的最深印象，吴老兴

致勃勃地说：“体育！”同学们不但学习勤勉刻

苦，而且在马约翰教授指导下崇尚体育运动。学

校为鼓励学生的积极性，规定凡参加运动队5个

项目者，奖给一件有清华标记的毛衣。中学时代

就酷爱体育的吴靖，就因参加了篮球、排球、田

径、游泳、滑冰队，荣获此件特殊毛衣。她参加

过北京市大学生联赛的跳高和100米比赛，虽未

得名次，但很享受比赛竞技的过程。隆冬季节，

在清华园或北海的冰封湖面上，常可见她飞燕般

吴老看访问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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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吴靖半身照

的矫健身影。绿茵场上，男生们踢足球、打棒球

的欢腾声中，她总是兴高采烈的观众。

反抗封建婚姻的新女性

以前我们曾听上世纪30年代老学长谈及吴老

当年抗婚的美闻，如今得以面询其详。

吴靖出身名门。祖父吴调卿曾任汇丰银行

天津分行买办，又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的婺源同乡好友。父亲经商。外祖父严筱舫早年

在李鸿章手下历任驻沪筹饷襄办、督办和盐务帮

办，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商界领袖。

大户人家让闺秀去北京上大学，已属相当开

明，而对儿女婚事，终须行“父母之命”。

大三年级暑假，经亲友做媒，母亲硬要带

吴靖去上海相亲，男方在日本学医。她心中已有

“白马王子”：英俊高大的赵燕生同学，清华足

球队门将，棒球队主力。但迫于父母的高压，她

勉强应承了订婚。从此母亲便把她关在家里待

嫁，不让她回清华念书。眼看再一年就大学毕

业，岂可让封建婚姻的樊笼剥夺恋爱自由、断送

高等学业？吴靖奋起抗争，与母亲僵持了半年。

赵燕生和好友“黄牛”（黄中孚）等同学伸

出援手，帮她逃出了吴家大院。以前有文章写她

“夜里翻墙头逃出”，此说不实。真实情况是：

清晨4点多，“黄牛”爬树进入大院，给闺房里

的吴靖信号，她便悄悄下楼，开启大院的边门逃

出，由“黄牛”带她上了等在附近的汽车直奔火

车站，坐火车到北京。吴家在北京东城区有不少

亲友，她便躲在西城区一个同学家里。

吴靖出走时给家里留了封信，坦言要自由恋

爱，反对包办婚姻。到北京后，她还写信给那个

留学生，声明订婚是被逼的，要求取消婚约。家

里找不到她，登报要她回家，她不理睬。僵持数

月，父母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让她继续学业。

吴靖去清华申办复学时，已辍学1年，必须

重新考试。她向校方反映，辍学系抗婚被关所

致，赢得了同情，获准复学。但西洋文学系许多

课程已难以插班续读，而经济系的课程可以插

班，于是她转入经济系就读。她适应能力很强，

后来写了有关税务的毕业论文获通过，于1933年

毕业。

吴老自豪地说，她为家里姐妹们做榜样，开

了自由婚恋之路，她们后来都实现了按自主意愿

恋爱婚嫁。

赵四小姐的嫂子

清华毕业后当年，吴靖与赵燕生结婚。赵

燕生是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的儿子，赵四小姐

（赵一荻）的六哥。吴靖便成了赵四的六嫂。其

实，他们都是青少年时代的好友，每年暑期3个

月在北戴河一起游泳，冬季一同滑冰。其中还有

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朱启钤女儿朱媚筠，驻日公使

陆宗舆女儿陆静嫣，财政部长李思浩女儿李兰

云，张学良弟妹等。

吴靖是赵四的闺蜜。赵四因与张学良恋爱

备受家庭指责，父亲甚至登报声明与她脱离关

系。在社会舆论重压下，唯有大两岁的吴靖聆听

她的倾诉，给她同情、慰藉和支持。吴靖在清华

期间，她常来校看望，与六哥及女友同去香山、

西山等处郊游，有时则派车把俩人接去张府玩，

晚上送回清华。在张府大宅院里，赵四与于凤至

各住一方，吴靖去赵四住所玩，通常见不到张学

良、于凤至。生活上吴靖对赵四有不少关照，经

常陪她去外国医生诊所看牙病，为她参谋服饰打

扮。吴靖在清华时雇的女佣吴妈，赵四很赏识。

吴靖毕业后，吴妈便去赵四家服务。1935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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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四陪张学良出国游历归来，在上海小住。赵燕

生、吴靖带着6个月大的二儿子专程来上海看望

她。

1940年，日本军方闻知赵燕生与赵四、张学

良的关系，要抓他，于是全家迁至上海。吴靖对

这所东方大都市并不陌生，自3岁起在这里的外

婆家度过了十载童年时代。燕生是热心人，任上

海清华同学会专职总干事，忙于为校友服务。同

学会由留美校友出资，设在现名虎丘路上一家美

国银行的二楼。来自各方的校友常来这里歇脚，

聚会，谈生意。同学会还提供求职帮助，中午供

应美国俱乐部厨师做的西餐，每客1元。吴靖则

做全职太太，相夫教子，料理家务。

赵燕生于1979年去世后，赵四约吴靖在夏威

夷会面。阔别三十载，畅叙别情，斯人已去，唏

嘘不已。此后，吴靖每两年去夏威夷与赵四、张

学良相聚，小住半年。谈起张学良，吴老说他喜

欢吃原味鱼翅、海参，每每外出就餐，总要喝一

盅35美元的鱼翅。

长寿之道有特色

问到吴老的长寿之道，她轻轻地摇摇头，闭

目沉思片刻，一字一顿地说：“生活规律，多吃

蔬菜水果。”她介绍了日常饮食起居情况：

晨7点起床后早餐，麦片，1个鸡蛋，面包，

黄油或芝士，果酱，水果；

11点午餐，喜欢吃面食，馒头或面条；

午餐后小睡1至1个半小时，能睡着；

下午3点喝一杯牛奶，吃些小点心，她特地

说明，牛奶是国家送的；

6点晚餐，量很少，还吃些水果；

9点左右就寝。

对于菜肴，她并无特别讲究或忌讳，爱吃绿

叶菜，还喜欢吃生的姜丝和菜肴里的姜。如今人

们，尤其老年人，忌食油脂类食物，但她仍然保

持从小对黄油、芝士的爱好，喜欢喝带有黄色鸡

油的浓汤，也吃肥肉，顺其自然。

青年时代的体育爱好，已成为生命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她70岁时还骑自行车。后来摔过两次

跤而骨折，导致95岁时右侧股骨头坏死，须靠助

步支架方能站立行走。现在她每天上午、下午、

晚上，都会自己拄着助步支架在室内走上几圈。

她心胸开阔，淡定人生。历尽世事沧桑，十

年浩劫，挺了过来。有关部门和南洋模范中学对

她很关心，逢年过节来慰问她，老人家总是很高

兴。现在家庭幸福，子孙满堂。大儿子在美国做

外科医生，现已退休。二儿子赵允皋和她同住，

先后任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市建筑质量监督站

高级工程师，退休后受聘于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任

总工程师。

吴老前几年还能看大号字书刊，后来眼力不

济，就每天看电视，听不清播音看字幕，以她特

有的方式关注着世界和国情，感受着时代前进的

步伐。谈到对母校的祝愿，吴老深情地说：“我

们那时候，清华是老大。现在大学多了，教育发

展了，清华要加油，祝母校越办越好。”我们还

谈到网络购物，她说：“网真好，（购物）这么

方便。”我们临走前问：最近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大事？她马上回答：“日本大地震。”这令在场

每个人大为感叹：百岁老学长至今还在身体力行

母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

香山合影，左起：赵燕生，吴靖，赵四小姐，赵二小姐

拜寿合影，后排左起：项祖荃，章博华，赵允皋，仇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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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上海校友艺术团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