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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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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们所表现出的乐观而积极的工作[1]从清华起航和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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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清华人”系列访谈的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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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迎来百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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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清华人·从清华起航：千名校友访谈录（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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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清华人·从清华起航：千名校友访谈录（第4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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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才。

《世纪清华人·从清华起航：千名校友访谈录（第4辑）》可供高等院校的师生及广大校友、中学教
师、中学生及家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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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曾经联大学子，而今国之栋梁——访谈李良驷、郭景纯\[1938级\]平凡而无悔的清华人——访谈塔
拉\[1953级\]国家为先，做人是本——访谈金洪生\[1954级\]铝业专家的峥嵘岁月——访谈林浩\[1955
级\]磨砺白虹的人——访谈李剑白\[1957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备至关怀后辈受益——访谈张英
源\[1959级\]办实事兴西部——访谈张淼\[1959级\]共念清华好韶光——访谈王俊仁\[1960级\]、葛玉
芝\[1974级\]踏实能干的设计能手——访谈冯孝康\[1960级\]滴水穿石——访谈徐修立\[1961级\]基础过
硬，积极上进——访谈费书平\[1962级\]踏踏实实工作——访谈阮於珍\[1965级\]计算机领域的导航人
——访谈温文雅\[1967级\]自强蕴于心，厚德造功绩——访谈殷佩霖\[1970级\]西部蓝图设计师——访
谈郝连应庆\[1973级\]“清华精神”融于一身——访谈车志军\[1974级\]工作中生活，生活中生活——
访谈李洪斌\[1978级\]才行高远不拘俗追求真理心如初——访谈宫宇\[1980级\]做一个真正倾听内心声
音的歌者——访谈刘颖\[1981级\]上大舞台干大事业——访谈张启德\[1981级\]扎根水利奋斗不止——
访谈农卫红\[1982级\]“始于责任，成于先行”的国企管理者——访谈雍瑞生\[1982级\]转型发展的成
功校友——访谈张惠宁\[1983级\]扎根西部的电气工程师——访谈沈龙华\[1983级\]行走在创业路上的
勇者——访谈严文交\[1984级\]踏实、勤奋、专注——访谈郑小平\[1984级\]重剑无锋——访谈陈西
峰\[1985级\]在平凡中诠释人生价值——访谈孙格平\[1985级\]从基层水利工作一路走来——访谈邵
荣\[1985级\]“活到老学到老”的创业能手——访谈吴光洲\[1985级\]平凡岗位，行胜于言——访谈杨
扬\[1985级\]以勤为本的发电专家——访谈郑外生\[1986级\]“团队至上”的杰出企业家——访谈张雅
林\[1986级\]做一个追求幸福的学者——访谈袁勤\[1986级\]脚踏实地，切实者成——访谈胡滨\[1987
级\]投身重点行业——访谈王勇\[1987级\]深教育，高起点——访谈张祖强\[1987级\]从象牙塔到核爆基
地——访谈黑东炜\[1987级\]乐观好学，严谨务实的专家型领导——访谈蹇兴超\[1989级\]规划事业方
向，踏踏实实工作——访谈黄晓波\[1990级\]要不断地自我发现——访谈万荣\[1990级\]理工出身的金
融英才——访谈周福民\[1990级\]无悔奉献的环境人——访谈金彪\[1991级\]坦然心态平和人生——访
谈李可文\[1992级\]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访谈罗小峰\[1992级\]在充满强人的环境中不断前进—
—访谈沈睿\[1992级\]坚定走在化工路上的实干家——访谈张晓晗\[1993级\]敏锐才思，锋芒初露——
访谈陈曦\[1994级\]服务一线的基层干部——访谈徐传峰\[1994级\]不平凡的选择，不一样的经历——
访谈薛辉\[1999级\]“立身西部”的教师新生力量——访谈温沛涵\[2000级\]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访谈师峰军\[2000级\]踏踏实实的清华学子——访谈丁华\[2002级\]自强不息的基层法律工作者——访
谈周伟平\[2003级\]祖国西部的一线奉献者——访谈胡建平\[2003级\]非凡选择，非凡成就——访谈潘
晓勇\[2004级\]基层有可以做一辈子的事业——访谈石磊\[2004级\]西北热土上的追梦人——访谈曾宁
豪\[2004级\]自强朴实，行胜于言——访谈张焕君\[2005级\]追求科学真理，崇尚思想自由——访谈刘
彬\[2006级博士后\]金子总会发光——访谈张帆\[2006级\]奉献基层，扎根甘肃——访谈孔祥明\[2007
级\]成功的本质是卓越——访谈李伟\[2008级\]扎根西北的清华人——访谈甘肃四名校友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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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是在西南联大校址所在地，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完成对两位西南联大老校友采访的，所以话题更
多地集中到了两位老校友当时的学习和生活方面。
总结起来，两位老校友的求学之路是充满艰辛，却又充实而刻骨铭心的。
两位老校友是西南联大1938级的学生，和杨振宁先生同届。
郭先生说，学校戒享是在1938年，2月份同学们从长沙来昆明，5月10日开学。
当时还没有这个学校，在这里暂时上课，后来就拨了这一块地方，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就只有现在的
三分之二，一进大门，西边就是学生宿舍，那个宿舍就像教室一样，土砌的墙，双层床，五间房子，
一间四张床，八个人，床位很挤。
日军经常来进行轰炸，一天要有两三次警报。
老师们住在北边，华罗庚就住在西山脚下，他买了一匹马，每天骑着马到学校来。
当时没有车子，很多老师走路来上课。
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磨炼了他们的意志，砥砺了他们的品格。
    艰苦的环境中他们还是非常注重照顾自己的，无论是在营养的补给上，还是在身体的锻炼上，他们
都做得非常好。
李先生说，每个月，他们会到羊肉馆子要碗羊肉，喝上碗汤，那些老板也都知道，这些穷学生要碗羊
肉，就多给一点，他们也经常会去喝很有营养的八宝汤。
更重要的是，他们坚持马约翰先生创立的体育传统，打球、游泳、打太极拳，每天的生活非常丰富。
正是这样的一些活动促就了他们坚强乐观的品格，为日后的成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求学阶段，最重要的还是学习。
老校友们回忆说，清华大学最重要的教学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这一点让他们终身受益。
郭先生是20世纪40年代读的机械系，不在本校，在南边的江西会馆。
那时候机械系学制造，内容比较广泛，所以要学很多东西，抗战的时候还学过兵器学。
有一个兵工厂，是造枪和光学仪器的，学校就请厂里的人来讲兵器学。
他还清楚地记得，系主任李继强先生要求大家记笔记，最后笔记还要交上去算成绩。
那时候很多教授都是从国外回来的，用英语讲课，课本也是国外的，上一届用完了就卖给下一届，没
有的就去图书馆借。
图书馆的书很紧张，一开门大家就拥进去，去晚了就没有了。
上课都是用英语，像力学、材料、工程，这对英语学习也很有帮助。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自然科学基金，他去做访问学者，在美国和加拿大，有当时这个基础，自己再搞
一搞就游刃有余。
那时候课程也比较实际，像机械制造，对画图很重视，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要修，毕业后到机
床厂去搞设计，有个样本自己就可以画图了，都是因为基础很扎实。
李先生也说，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说，“比如我现在搞的这个课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调查研究，为了它我还去美国工程图书馆待了两
个礼拜，这方面的书我都看了，可还是不够，然后我又去了加拿大，把1922年之后的专著全都翻了一
遍，又是两个礼拜。
在图书馆待了这段时间，我把这方面的历史也都掌握了，然后自己再做一个课题。
所以做什么研究都要看国内外的各种参考书，吸收丰富的经验，然后找出研究的方向。
找出边缘科学和前沿科学在哪里，抓住发展方向。
”正是这样的基本素养，帮助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取得了成功。
    由于我们的访谈重点集中在对当年西南联大学习经历的探讨，所以两位老校友只是简略地概述了他
们毕业后从事的T作与取得的成就。
李良驷教授的大部分工作是在云南完成的。
为了节省水资源、避免血吸虫病，便于边远地区发展稻谷种植，他研制成功了“昆明陆稻田专用除草
剂(昆陆)”和除草药肥“水稻返青专用肥”，两个新产品均取得较好效果；同时，为了促进企业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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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和产业提升，促进学校的教学、科研紧密结合云南经济的发展，在农药所的促进下，云天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和云南师范大学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联合建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进行新产
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制、开发和推广，对云南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而郭景纯教授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旧砂再生的工作，曾一度留美参加工作研究，后回国担任国内旧砂
再生研究组组长，并发表了多篇论文，为我国的旧砂再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然，以上多是结果，限于话题，他们并没有谈及更多的过程，但不难想见其中的艰辛与坎坷，以及
他们的坚毅与刚强。
    访谈进入到后半段，话题转人到我们如今的学习和生活上来。
李先生激动地说：“我接到消息说今天同学们要来，我就想，同学们都是青年学生中的尖子，从清华
来到昆明，来了解西南联大。
为什么要了解西南联大呢？
因为联大奢否拿学生成才，你们一定希望找到一条成才的路。
”他为我们总结了三条成才韵经验：打好基础；找到方向、目标；继续深造。
其中，对于打好基础，老校友提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做人的基础，另一个是做学问的基础。
至于做人的基础，他提到《大学》的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第一点就是德。
他说最大的德就是爱国。
北大、南开、清华的校训里都包含了德的意思，没有德就谈不上做人了。
第二点，清华校训里“厚德载物”，要容得下别人。
行行出状元，各人有各人的优点，不能只看别人的缺点，这样才能向别人学习。
地势坤，要像大地一样，承载万物生长。
    而第二个基础，则是做学问的基础。
他说当年西南联大重视基础，从学科来说是三种学科。
第一种是人文学科，第二种是社会学科，第三种才是自然学科。
第一年都一样，大一国文，其实是中国古典文化；大一英语，实际上是西方文化，教材是清华编的；
第三门，中国通史，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都不了解，骨头就硬不起来。
这些是人文学科，人人都要学。
社会学科主要是哲学，这个必须学。
另外经济学，政治学要再选一门。
第三个才是自然学科。
这三种学科的基础都有了，然后才是专业课。
专业课也是在打基础。
对于李先生本人，老校友回忆说，他学的是化学，一年级的无机化学是最基础的专业课，都是最好的
老师来上课，讲的都是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学习方法、研究方法，以及这门学科现在的状况和发展
。
课本自己看，老师讲别的东西，激发学生的兴趣。
专业课也是先培养大家的兴趣，再在教师的引导下找到方向。
物理系划分最清楚，力学专家讲力学，电学专家讲电学，光学专家讲光学，最强的教师讲基础课。
把你的兴趣激发出来，让你自己去琢磨，这样就找到了目标。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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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我校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清华“培养了17万名优
秀人才，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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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优秀人才的培养和输送，既是百年来清华大学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也是“新百年”学
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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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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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人。
据统计，截至百年校庆时，全校共有万余名同学亲身参与，共计访谈各行各业校友1500余名。
百年校庆后，学校决定将这项工作持续开展下去，使之成为利用校友资源服务于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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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以学生的视角出发来编写一本访谈文集的想法。
    2011年百年校庆前夕．访谈文集的第一辑、第二辑成功出版，第三辑也于2012年出版，选录的200余
位校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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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三辑访谈录的基础上，利用百年校庆和寒暑期实践的契机，研究生_丁作部和研究生团委又积极
组织广大研究生同学将校友访谈与就业引导紧密结合，继续推进工作，并从丰富的访谈成果中遴选出
近70篇作为本文集第四辑的主体内容。
    本辑校友访谈录以清华研究生的视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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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人生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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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朴实无华，真挚亲切，满溢对前辈的尊敬。
同学们在访谈前都经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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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集的编纂过程中，校友总会郭棵、孙哲、崔剑、田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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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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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的深入修改，态度积极，工作认真；校研究生团委的党帅、药宁
、李钟顺、王文晖、张元智、李浩、李国超、李施军、贾倩倩、王川、崔洋、张弛、孙碧波、蒋春雨
、李哲翔等同学，利用紧张的学习之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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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继续出版校友访谈文集。
但限于编撰人员的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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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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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充满强人的环境中不断前进——访谈沈睿》；《坚定走在化工路上的实干家——访谈张晓晗》；
《敏锐才思，锋芒初露——访谈陈曦》；《服务一线的基层干部——访谈徐传峰》；《不平凡的选择
，不一样的经历——访谈薛辉》；《“立身西部”的教师新生力量——访谈温沛涵》⋯⋯《从清华起
航(千名校友访谈录第4辑)》(作者史宗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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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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