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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6月，我参加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团委和研究生会组织的一次校友论坛活动。
那次活动邀请了与我同年级的校友童媛春参加。
在会上，作为主持嘉宾的童媛春建议，应该创造条件，让校友与在校同学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
我在致辞中，回应了童媛春的建议，提出开展千名校友访谈活动的想法。
之后，经过学生部、研究生部和校团委仔细、周密的策划，“千名校友访谈”作为百年校庆的重要活
动之一，于2009年春季正式启动。
    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之所以拥有令人尊敬的社会声望，我想，主要来自于其一代代毕业生，来自于
他们以优秀的表现为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由于校友在这所大学长期学习和生活，大学的文化精神和优良传统，深深浸润到这些校友的思想和言
行中，在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有充分的反映，会影响家庭，会影响他的周围环境，因而使大学
的文化精神引领了整个社会。
清华大学办学的百年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知名的其他大学也莫不如此。
    校友是大学教育的重要资源。
校友们的经历和经验，可以为在校的学生提供各种借鉴和帮助，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指出方向。
同学们有机会与来自不同年代、不同院系，毕业后在不同地域工作的校友进行深入交流，大家一起谈
论在同一校园里的大学生活，虽然相隔了十年甚至几十年，但那些熟悉的建筑及名称，那些熟悉的学
习、生活模式，会使同学们大大强化对传统的感受与体会。
校友们亦可以从历史的角度，为在校的同学提供对清华大学传统和文化的理解。
    读大二的时候，作为一名学生通讯社的记者，我曾经有机会去采访老校友。
至今我仍记得，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后，他们所表现出的乐观而积极的工作和生活态度。
那种精神到现在一直鼓励着我。
    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同学们参加“千名校友访谈”活动，客观上也促进了班级集体的建设。
班里同学们对采访校友感受的分享，又加强了这项活动的影响。
《从清华起航——千名校友访谈录》的出版，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让同学们了解和学习校友们的工作、
生活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这是一种激励。
    我们会进一步总结“千名校友访谈”工作的经验，探讨以多样化的方式，进一步推进校友与在校同
学的互动，以校友们的成长经历激励在校学生，在清华未来新百年的历程中，为我们的国家强盛和民
族复兴，培养出一代代优秀的骨干人才。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史宗恺    2010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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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
近百年来，清华培养了约17万校友，他们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为国家和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践行了清华精神。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世纪清华人·从清华起航：千名校友访谈录（第2辑）》以清华学生的视角，
描述了校友的为人品格、奋斗历程和人生感悟。
每一位校友的经历、每一篇访谈录都是影响清华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教材——“立大志、入主
流、上大舞台、成大事业”。
本文集也将配合学校的人才战略，提升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引导学生规划人生道路，鼓励学生将个人
发展同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成长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中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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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豹[1985级]追求卓越  在优秀中更优秀——访谈陈国权[1985级]在核电事业中战斗——访谈王明
弹[1985级]厚积薄发兼济天下——访谈李子意[1985级]闯出来的精彩人生——访谈赵春林[1985级]从“
特奖”到创业——访谈华新[1985级]自主创业的实干家——访谈杜永伟[1986级]勤以成事谦以为人——
访谈王小海[1986级]不畏艰难，乐观成就未来——访谈沈继业[1986级]IT产业的弄潮儿——访谈邓永
强[1987级]得失都是一种心情——访谈陈鹰[1988级]“体系”内外的精彩人生——访谈崔彤哲[199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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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会责任感——访谈魏成[1999级]志于道游于艺——访谈沈嘉[1999级]为人民服务  我无怨无悔—
—访谈樊世民[2000级博]学业有成  事业有成——访谈李桂苹[2001级研]科研情  中国心——访谈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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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前裕后  斗志昂扬    ——访谈张光斗[教师]    水利水电工程系  张晓颖  高毅超    王君  牛三元  李祥    【
张光斗简介】    张光斗，男，1912年5月出生于江苏常熟。
1934年获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37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和哈佛大
学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抗战爆发回国后，先后在资源委员会任龙溪河水电工程处设计课长、滚渡河水电工程处主任。
1945年任资源委员会全国水电工程总处设计组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
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水工结构教研组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同年，任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主任。
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兼总工程师。
1978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水利电力部北京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
1981年当选为墨西哥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同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哈斯国际奖。
1983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席团成员。
1978年任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水利学报》主编。
1980年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副主编。
长期从事水利水电建设工作，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
部门的技术顾问。
负责人民胜利渠渠首工程设计。
先后参加官厅水库、三门峡工程、丹江口工程、二滩水电站、隔河岩水电站、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
、小浪底工程等的设计和咨询工作。
    ·时代召唤  祖国为先    张光斗学长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35年赴美国伯克利加利
福尼亚大学攻读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次年又赴哈佛大学攻读工程力学硕士学位。
1937年，他相继获得了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那时，他的导师威斯托枷特教授希望他留下
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给他一年的奖学金，于是张学长打算在美国继续读书，并利用暑假到丹佛垦
务局实习。
但此时，国内抗日战争爆发，张学长毅然决定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
他的导师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虽然十分惋惜，但对他的爱国之举表示理解和敬重，并说哈佛大学工学
院的大门永远对他敞开。
说到这儿，他微微有些停顿，回首那段岁月，学长的心情还是有些许复杂吧。
当被问及是什么促使他决定回国时，“因为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的国家在抗战，我不回去不安心！
”张学长坚定地说。
1947年，解放战争胜利在即，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来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准备回国。
临行前，他一再劝张学长举家迁往美国，并答应为他全家办理签证、代付路费并在美安排工作。
而且如果张学长同意，还可与他共办工程顾问公司，但这一切都被张学长婉辞了：“我是中国人，是
中国人民养育和培养了我，我有责任为祖国和人民效力。
”    1948年，时任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副总工程师兼设计组总工程师的张学长，接到国民党政府资
源委员会的通知，要求他把技术档案和资料图纸装箱运往台湾。
考虑到这些资料在解放之后的作用，中共地下党请求张学长协助将一些无用的资料装箱送到了资源委
员会，而将一些珍贵的资料和图纸悄悄保存了下来，这些资料和图纸在后来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1950年夏季，张学长陪同苏联专家查勘黄河潼孟河段，研究开发方案。
在潼关坝址方案选择上，他同苏联专家产生了意见分歧，并毫不留情地批评苏联专家的想法不符合中
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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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一边倒”的声势下，敢与“老大哥”争论，不禁使同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一些领导也批
评他不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
在这种压力下，张光斗学长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据理力争，时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先生曾对张光斗
学长的意见表示支持。
    在筹建和设计葛洲坝工程时，张先生提出将处于江中的葛洲坝岛炸掉，以增大二江泄洪闸和大江电
站的布置长度。
由于这样做既增加了工程的开挖量，又加大了混凝土的浇筑量，工程局的一位副局长每天晚上拿上一
瓶好酒，到张学长那里软磨硬泡，希望他放弃炸岛方案。
张光斗学长说：“酒可以喝，但岛必须炸。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先生的这一方案对于改进枢纽水流河势、保证大江截流和扩大电站装机，具有
战略性的意义。
    在丹江口大坝的浇筑过程中，张学长发现了工程的质量问题，他当即上书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他的意见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及时对大坝采取了停工整顿措施，重新加固了大坝。
事后，有位专家感慨地说：“若非如此，将是后患无穷。
”张光斗学长凭借着严谨的作风和科学的态度，不畏压力，不怕权威，在实际工程中据理力争，使国
家得以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和灾难性的后果。
    ·密云精神  代代延续    解放后，在新中国规模空前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张光斗学长在水利方面
的渊博学识和高深造诣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1951年，已经在清华任教两年的张学长接受了黄河人民胜利渠渠首闸的布置和结构设计任务，首次在
黄河下游成功地破堤取水，为下游引黄灌溉开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做了中国人几千年想干而没
干成的事情。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创建水利工程系，张学长出任副系主任兼水工结构教研组
主任。
他在国内首先创建了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
构》中文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开创了水工结构模型实验。
    1958年，水利电力部和清华大学合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张学长出任院长兼总工程师。
也就在这时，北京市决定修建华北地区库容最大的密云水库，张学长担任了这一水库设计的总负责人
。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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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1年，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
近百年来，清华培养了约17万校友，他们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为国家和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践行了清华精神。
    为将校友的发展经历和人生感悟与在校学生的培养工作紧密结合，使校友资源成为清华学生教育工
作的珍贵财富和重要力量，清华大学于2009年4月启动了百年校庆“千名校友访谈”活动，计划用两年
时间，组织全校学生积极参与，分阶段、分重点地访谈各年代、各行业和各地区的典型校友约1 000人
。
据统计，截至2010年10月，全校共有9 200余名同学亲身参与，访谈各行各业校友1338名。
各访谈支队在采访之后都留下了文字和影像资料，记录下校友精彩的人生故事以及同学访谈的感受，
大量可读性与教育意义兼具的材料让我们产生了以学生的视角出发来编一本访谈文集的想法。
    校友访谈录以清华学生的视角，描述了校友的为人品格、奋斗历程和人生感悟。
每一位校友的经历、每一篇访谈录都是影响清华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教材——“立大志、入主
流、上大舞台、成大事业”。
本文集也将配合学校的人才战略，提升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引导学生规划人生道路，鼓励学生将个人
发展同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成长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中的栋梁之才。
    千余篇校友访谈录均为我校同学认真撰写，行文朴实元华，真挚亲切，满溢对前辈的尊敬。
同学们在访谈前都经过全面细致的培训和准备，面对成长路径各不相同的校友，同学们更是不拘泥于
形式，以特有的风格创作完成作品，这种以学生视角完成的文集也更容易在更广泛的青年群体中引起
共鸣。
校友访谈工作小组由杜汇良老师担任组长，于2010年初着手收集并整理优秀校友访谈录作品，计划编
订成册，并在2011年百年校庆前夕成书。
工作小组通过征求各相关单位领导老师的意见，初步确定了访谈录文集第一辑、第二辑的140余位校友
名单。
遴选过程遵照“两覆盖”原则，不仅包含知名校友，也包含在基层岗位上坚持奉献、默默无闻的典型
校友。
访谈录中的校友大部分都在国家重点行业工作，即重点国有企业、重点高等院校、省部级科研单位、
党政机关、部队、军工企业、重要金融单位和主流新闻媒体等领域。
    工作小组制定了文章格式的规范，并动员亲自参加访谈的同学参与访谈录的修改，在形式上力求统
一，在内容上凸显个性。
同学们用5个月的时间，最终完成了文集中140余篇校友访谈录的修订。
整个编订过程都由在校学生完成，他们虽然没有出版编辑的经验，但却用认真负责的态度、为百年清
华献礼的热忱，在有限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了修订。
访谈文集即将付印，对于参与同学来说是难忘的经历，同时也将对展示清华风貌起到积极的效果。
    在文集的编纂过程中，校友总会孙哲老师、田阳老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项目开展、经费支持、修
订意见等方面给予了帮助。
各院系、校团委的领导老师高度重视，打通了院系两级的沟通反馈渠道，参与校友访谈的同学在过程
中经历了3～4轮深入修改，态度积极、工作认真；校团委学习实践部访谈组的李虓、徐宁汉、李博洋
、周博雅、胡蝶、刘畅、王珮琪、张帆、曾钰峰、邵颖、陈虹宇、倪健姣、梁碉、白云龙、王迪、谢
谦、孔郁斐、江雪莹、李媛茜、崔洋、蒋春雨、陈然、王凝、刘鑫、李荣莎、李湘君、杨朋昆等同学
，利用紧张学习之余，用一整年的时间，在编订方面付出了努力，在此对所有参与和支持文集编订的
领导、老师、同学和社会人士表示敬意。
    我们将把校友访谈工作坚持开展下去，也会陆续出版第三辑、第四辑校友访谈录文集。
但限于编撰人员水平，文集在文字和结构上难免出现疏漏，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文集谨献给为祖国建设孜孜不倦的17万清华校友，谨献给百年巍峨的清华大学。
    百年校庆“千名校友访谈”工作小组    百年校庆“千名校友访谈录”编委会    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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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校友是大学教育的重要资源。
校友们的经历和经验，可以为在校的学生提供各种借鉴和帮助，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指出方向。
史宗恺主编的《从清华起航——千名校友访谈录(第二辑)》以清华学生的视角，描述了校友的为人品
格、奋斗历程和人生感悟。
每一个校友的经历、每一篇访谈录都是影响清华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教材——“立大志、入主
流、上大舞台、成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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