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蒋南翔校长诞辰110周年

2023年（冬） 111

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胡昭广（1964 届电机）

胡昭广学长发言

今年是蒋南翔校长诞辰110周年，我

们深深地缅怀敬爱的南翔校长。 

我是1958年入学的电机系学生，1965

年毕业离校。在校的这七年时间，正是我

国教育进入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阶

段，南翔校长按照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要

求，全面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

针，形成了他鲜明厚实的教育思想、教育

理论。因此我们这个时期的同学，既是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亲身参与者和实践者，

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南翔校长的教育思想

对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对我们又

红又专的成长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当

我们走入社会后，更感到这一影响终生

受益。

南翔校长1952年来到清华后，始终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培养“又红

又专、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南翔校

长创造性地在清华提出来建设三支代表

队，即“政治辅导员队伍”“科学登山队

伍”“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这是对

“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具体

化、实践化。

1958年学校决定建立第一支文艺、体

育队伍，从文艺、体育骨干中各抽调100

人集中住宿。舞蹈队共抽调30人，我是其

中之一，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开始集中

住宿时，大家都深怕离开班集体会影响自

己的业务学习、个人的政治进步。但是实

践证明，大家生活在班级和舞蹈队两个集

体，挑起业务学习和社团活动两副担子，

得到了更加全面的锻炼，促进了全面发

展。在舞蹈队中，胡锦涛同学是学校“百

里挑一”的“因材施教”学生，后来在舞

蹈队入了党，并担任了学生文工团的政治

辅导员工作；陈清泰和我都荣获了优秀毕

业生金质奖章；魏熙照、黄辰奎、靳东明

等同学都荣获了优良毕业生的称号；有12

位同学在舞蹈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还有一大批同学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

团。这些数字在人数不多的舞蹈队集体当

中，占的比例应该是很高的。毕业后，在

这个集体中，涌现了一批又红又专的国

家科技人才和党的领导干部，这是成功的

经验。

在舞蹈队的排练、演出、创作中，

“为党宣传，为党战斗”的信念也深深

扎根在大家的心中。从1958年文工团成立

到“文革”前几年的时间里，舞蹈队先后

排练过几十个舞蹈，其中有近十个舞蹈都

是配合形势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或

者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教育方针

而创作排练的，并演出了近百场。1958年

12月28日，清华文工团在全国政协礼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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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全国政协委员作汇报

演出。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对我们的演出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热情地鼓励我们说：

“你们的演出、你们的创作很有新意，能

很好地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很好嘛！”

1960年，国家进入了经济最困难时

期。学校要求同学们维持“体力”，保存

“能量”；多睡觉、多休息、少活动、少

运动，以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但是舞蹈

队同学不仅要很好完成学习任务，而且还

要完成繁重的排练、演出任务；除了要担

负原来的各项演出任务外，每个周末还增

加了小型广场演出活动，以活跃沉闷的校

园气氛，丰富同学们的业余生活，振奋精

神，共渡困难。在这个集体里锻炼了大

家顽强拼搏、笑对困难、真情相助的革命

精神。

学校的文体大军，有着不可思议的凝

聚力。六十多年过去了，在清华大学建校

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50位平均71岁的老

舞蹈队员又精神饱满地走上舞台，演出了

《鄂尔多斯舞》庆祝母校百年华诞，完成

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宿愿。清

华建校110周年的时候，我们还有10位平

均80岁以上的老队员再次登上了舞台。

1953年，蒋南翔校长提出建立学生政

治辅导员制度。边学习、边工作，双肩

挑。1964年我荣幸地成为了一名政治辅导

员，在第17届学生会担任副主席兼秘书长

的工作。学生会负责的工作主要是在团委

领导下，配合学校组织一些重大的活动。

如，组织全校同学参加五一、国庆大游

行，下乡秋收割麦子，民兵训练，组织好

群众性体育锻炼，安排好同学们的业余文

化生活。在学生会繁杂、平凡的工作中，

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在我担任政治辅导员的一年多时间

里，我精读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

论》。学校的主要领导刘冰、胡健、艾知

生、张慕葏、林泰等，大约每个月都会为

半脱产干部作一次重要的政治报告。报告

涵盖了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度分析，从

战略高度认清我们的责任和任务，以及认

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怎样

加强同学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关于加强

基层领导的问题；改进领导作风问题；关

于阶级斗争和唯成分论的问题，等等。今

天，当我重新翻开这些老笔记本，再度翻

阅这些报告，深深感到这些报告不仅极大

地提高了我们辅导员的政治水平、思想水

平和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树立了我们正

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我们政治上更加

成熟。

我走进社会后，担任过中国第一个高

科技园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

区的第一任主任（中关村园区的前身），

园区的任务和责任是，在智力密集地区，

探索科技体制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解放第

一生产力，将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

力。在这段工作中，南翔校长关于“教

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重要理论，南

翔校长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敢于创新、

敢于试错的担当精神，为办好中国的科

技园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中

关村园区总收入在1988年初创时仅有9个

亿，到2021年总收入达到8.3万亿，增长

了9200倍。改革开放50周年梳理这段历史

时曾有“南有小岗、北有中关”之说。党

的二十大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里，记载了改革开放的十个第一。“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

开发试验区（1988年5月）”，在若干第



纪念蒋南翔校长诞辰110周年

2023年（冬）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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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