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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列为第九项；我还担任过海淀区委副

书记、区长，北京市副市长，在担任副市

长时，分管科技、教育工作。南翔校长教

育理论中的重要论述，都成为我在工作中

的重要指路明灯，如南翔校长强调的在教

育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

义理论的必修课、坚持教育和生产劳动相

结合、坚持大力提高文化科学课的教学质

量、坚持重点高等学校既是教育中心又是

科研中心、坚持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

年、坚持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基本的建设、

坚持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是全党全社会的

事业，等等。南翔校长重要的教育思想为北

京市的教育工作健康发展作了重要贡献。

在这些重要工作岗位上，我能顺利完

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得益于我在舞蹈队

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后来担任政治辅导员工

作所受到的培养和锻炼，得益于党的教育

方针、南翔校长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得

益于坚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结果。

在《马克思论教育》中，马克思为教

育理论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给教育理

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当我们认真学习

南翔校长的教育思想，深深感到南翔校长

教育思想就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植根于实践。南翔校长是一位真正

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是具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开拓者。南翔校长

按照毛泽东、邓小平教育思想的要求，全

面地开拓性地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为国

家为清华，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永载史册的

巨大贡献。                      

很荣幸有机会参加纪念蒋南翔校长诞

辰110周年座谈会，这使我回忆起了自己

在蒋南翔校长领导下的清华大学度过的难

忘岁月。

我是1957年2月考进清华大学成为陶

葆楷教授的研究生的，到蒋南翔不再担

清华对我的教育熏陶终生难忘
○钱  易（1959 届研，土木）

钱易院士发言

任清华大学校长，我在蒋校长领导下的清

华大学学习工作了9年。这9年正值我的青

春年华，蒋南翔校长领导下的清华大学对

我的教育、栽培、熏陶和影响使我受益匪

浅，终生难忘。

今天想与大家分享三个深切的体会：

第一个深切体会来自蒋南翔校长提出

的“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响亮口

号。记得我进入清华大学就知道了马约翰

教授年过七十仍健步如飞，坚持体育教

育、体育锻炼的先进事迹，而且注意到清

华大学的师生都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把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

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我在研究生学习期

间就开始被吸引参加了不少体育活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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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工会田径队的女子100米赛跑、羽毛球

比赛、乒乓球比赛等，最后还得到了学习

跳伞的机会，曾经受到了多次跳台跳伞和

一次飞机跳伞的训练，使我的人生旅程增

添了难忘的一页。我注意到，在各代清华

人中，诞生了不少体育健将，他们为清

华、为国家争得了光荣。更重要的是，我

周围有很多清华大学的教授及职工，都健

康地为祖国工作了五十年，甚至超过了

五十年。他们心中都明白，要健康地活

着，是为了要多给祖国作贡献，因此他们

都是活到老、干到老。2013年我老伴因病

逝世，环境学院已经年过九十、而且一直

在不停地教育着学生的李国鼎教授劝我不

要太悲伤，他对我说：“我们的身体是祖

国给的，一定要为祖国好好过下去。”他

的话使我想到了蒋校长“为祖国健康地

工作50年”的教导。现在我也已经年近

九十，从1959年研究生毕业到2018年退

休，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了59年，退休后

我仍旧在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

把这看作是蒋南翔校长和清华大学的优秀

校风赋予我人生的最大收获。

我的第二个深切体会是蒋南翔校长提

出的“教学、科研与生产三结合”的办学

方针。这个方针指导了清华大学各院系的

工作及活动，教育了广大清华人重视理论

不脱离实践，努力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

建设祖国的实践中去，为祖国的强大、进

步作贡献的精神。记得我在研究生学习期

间所做的研究，是以《中国雨量公式的建

立》为题的，在陶葆楷教授的指导下，我

到中国气象局收集了我国东西南北不同省

区的雨量记录数据，参考国外已有的雨量

公式，建立起了适合于我国的雨量公式，

其主要特点是对我国气象条件差异很大的

不同地区都要采用不同的参数。这项工作

使我深受教益。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参与

了关于农村小型沼气池的研究项目，目的

是要收集农村人口及动物的粪便和家庭及

农业活动排放的各种有机废物，并利用厌

氧微生物对这些有机废物进行分解发酵，

将污染物转化为甲烷，成为可利用的能

源。这项工作大大推动了我国农村小型沼

气池的建设和利用，也提高了我对厌氧生

物处理的兴趣和知识，在我后来的科研工

作中都发挥了作用。另外，我担任教师以

后，除了担任助教、参与讲课以外，还曾

经多次带领学生到上海的自来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厂进行生产实习（当时北京还没

有建成这些处理厂）。

我和学生们一起学习到了很多实际的

知识和操作技能，与工厂的工程师、技术

员和工人友好相处，向他们学习。这是在

校园里无法进行的教学工作，我和学生们

都十分享受这个过程，更体会到蒋校长提

出“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办学方

针的正确与可贵。

我的第三个深切体会是，从学习蒋南

翔校长的传记和纪念蒋南翔校长的很多文

章中了解到，蒋南翔校长1952年底调入清

华大学任校长时，对将原清华的文、理、

法、农等很多学科调出，使清华成了一

个只有土木、水利、机械、动力、电机等

工科专业的工科大学有不同意见，认为这

既不符合科技发展规律，也不符合教育和

人才培养的规律。蒋南翔校长在日后的工

作中，也曾努力地发展清华理科的教学和

研究，以弥补院系调整带来的弱点。我虽

然过去不甚了解这些事实和蒋南翔校长的

观点，但从目前我们面临的资源枯竭、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峻形势，以及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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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需要，也深切地感受到高等教育必须

培养文、理、工等各类人才，而且接受到

基于文、理、工等各科的知识和技能的教

育。例如，文科中普及的伦理学教育，就

应该推广到理工各科，使各行各业的人才

都能热爱大自然、关心全人类，不仅为当

代人谋福利，而且会关心到子孙后代、千

秋万代。当前，很多理工科的教学方向和

内容都在根据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要求进行修正和更新，都有了很

大的进步，例如发展了工业生态学，提

出了循环经济的观念，把传统的资源—产

品的直线型流程改变为了资源—产品—废

物—再生资源的循环性流程。这是20世纪

下半叶开始至今的科技、工程以及教育方

向性的改变，是在蒋南翔校长指示的理工

结合观念的基础上出现的新的进步和突

破，新一代的高等教育家和教师们都应该

赶上这个新形势。当然，还有数字化新技

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影响，也是高等教育必

须思考并融入教育的新问题。

限于知识的浅薄和工作经历的局限，

我只能谈以上这些体会，在纪念蒋南翔校

长110年诞辰的重要日子，我们深切地怀

念他！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吴文虎（1961 届自控）

吴
文
虎
教
授
发
言

今天来参加纪念蒋南翔校长诞辰110

周年座谈会，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在清

华学习工作了一辈子，蒋南翔校长提出的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让我受

益终生，收获了最宝贵的人生财富。

1955年，我怀着强国的梦想考入清

华大学电机系学习。三年后，顺应国家发

展尖端科技的需求，清华大学成立自动控

制系（计算机系前身），我又被调到该系

学习。当时的学习任务非常繁重，而且由

于保密的需要，我们所学的课程都用代号

替代，平时一张纸、一本书都不能带出教

室。课程都是全新的，也没有什么参考模

式，连授课教师也都是边学边教，摸索着

前行。

1957年，蒋南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

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好似一

团火，点燃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

候，我和同学们的心里有一股信念，那就

是要学好本领、练好身体、服务人民、报

效国家。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们除了紧张

的学习任务之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参加

体育锻炼。

1958年，为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清华大学抽调30名学生组成“北京田径集

训队”，我有幸被学校指定为队长。为了

不耽误学业，我们争分夺秒，一边锻炼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