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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敬爱的老校长蒋南翔同志诞辰

11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无比

怀念他老人家。

我是1987年入学的。蒋南翔同志1988

年就逝世了。在他生前，我并没有见过他

老人家，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在清华园

里的强烈存在。30多年了，南翔同志在我

心目中的形象不仅没有模糊，没有遥远，

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仿佛他就

在我的身边。

其实早在中学的时候，学历史就知

道清华大学有个前辈叫蒋南翔，在著名的

“一二·九”运动中，他喊出了“华北之

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时

代强音，从此我就对南翔同志充满了敬意。

到了清华，在日常的学习工作中，从

领导和老师们那里，更多地了解了南翔同

起来，然后才接着向前跑。这一举动，让

我铭记至今，也感佩至今。从中，我看到

了真正的体育精神，看到了真正的清华精

神。培养学生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兼具

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好苗子一定是全面发展

的，一定要坚持品格第一、做人第一。

学生时代成就的强健体魄使我始终在

工作和生活中保持着旺盛充沛的精力。学

生时代我就是学校舞蹈团的活跃分子，当

老师后我又加入教师合唱团，一唱就是30

年。退休后我仍然保持着锻炼、唱歌等广

泛的兴趣爱好，参加一些公益讲座活动。

2011年，我有幸被学校推荐为深圳第26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火炬手。

蒋校长要求我们要德智体全面发展，

我用了一辈子践行着这句话，思考着“怎

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求知、怎样健

体”，将清华倡导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内化为一生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生活

习惯，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与骄傲。

现在，虽然我已经年近九旬，但是老骥伏

枥、壮心不已，我仍然关注着我们计算机

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仍然关心着我们计

算机人才队伍的建设。每当听到我的学生

们带来的好消息，我都会十分自豪和振

奋。水木清华，生生不息，我们每个清华

人都要奔跑不息、奋斗不止！

2023年11月10日

永远的青年导师
○祁金利（1987 级化学）

志的事迹和思想，感受到了他对清华人、

对清华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贡献

和影响，也感受到人们对他的敬仰和爱

戴。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特别是毕业留

校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开始更多地

关注南翔同志的生平思想。1998年，由陈

云同志题名的《蒋南翔文集》出版，我有

幸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南翔同志的著作，感

觉受益匪浅。20多年来，工作几经变化，

这套文集始终是伴随我的“案头卷”。

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加深了我对南

翔同志的理解。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教育

家、政治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我，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伟大的青年导师。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他一辈子长期从

事青年工作，把自己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

献给了青年事业，为此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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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翔同志年轻时就禀赋卓异，性情沉

稳，长于思考。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形

势，推动他“这个埋头读书素来不参加政

治活动的人，日益关心政治走向革命”。

在清华学习期间，他参加了进步组织，接

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初步认识到马克思

的剩余价值学说，比当时清华经济学课本

所奉为圭臬的‘边际效用’深刻多了”，

这为他打开了一扇真理的大门，从此就沿

着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至死

不渝。这在那一代青年当中是属于少数的

先进分子。

这应该是南翔同志从事青年学生运动

的开端。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

他是主要领导者之一，担任清华党支部书

记，后来还担任了北平学委书记。他不仅

组织策划了一系列重大活动，而且亲自撰

写《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这

篇战斗檄文一时广为流传，激励着成千上

万的爱国青年投身抗日的洪流。

毛主席对“一二 ·九”运动给予了

高度评价。他指出“一二 · 九”运动

和五四运动一样，都是值得纪念的。

“‘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

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

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同时，他

也深刻指出，“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

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

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

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

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

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

南翔同志之所以成为青年运动的领

袖，始终走在青年运动的前列，就在于他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定地按照毛泽东同

志的要求，走了一条跟共产党在一起、跟

工人农民结合的道路，这使他始终走在了

正确的方向上。

蒋南翔老校长（1 排左 5）、荣高棠老学长（1 排左 6）出席“一二·九”运

动 50 周年纪念座谈会后与清华师生在工字厅合影（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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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的革命生涯始终同青年联系

在一起。不论是在北平还是武汉等地做大

后方青年工作，还是奉命撤回延安担任青

年工作的重要职务，他都站在青年工作的

第一线，围绕“如何将中国青年更广泛

更深入地引向革命”，写了不少关于青年

工作的文章和调查报告。抗战胜利后，他

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

区开辟青年工作，为东北根据地建设培养

了一大批青年骨干。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他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副主任，

后来被选为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

记，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建国初

期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

从195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

发，南翔同志一直是清华大学的主要领

导。高等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青年工作的重要领域。南翔同

志在这片沃土上进行了艰辛耕耘和探

索，在旧清华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成功的

办学道路。对于这一点，老一代清华人耳熟

能详。

今天的清华已经是一个百年老校，她

不光有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

底蕴，更有着贯彻党的“又红又专”的教

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光荣传

承；有着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政治

辅导员、双肩挑等富有清华特色的制度的

光荣传承；有着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真刀

真枪做毕业设计的科学传承；有着重视体

育、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光荣传承……

我们每个学生从一入学就生活学习在良好

的环境中并终生受益。对此，我们身在清

华之中，日用而不觉，等离开了学校，站

在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清华，就会发现这

些东西是多么宝贵，而南翔同志作为这些

制度的主要开拓者，为一代代青年学生的

健康成长做出了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

贡献。

南翔同志是爱青年的，他把青年看成

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希望，对他们给予了

满腔热忱、细致入微的关心。贺美英同志

多次说过南翔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60年

代对青年同学关爱的例子。在“反右”运

动中，他提出过要团结“两个100%”的

观点，即团结100%的教师，团结100%

的同学。针对被划为“右派”的同学，

南翔同志曾经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座谈

会，说每一个同学都是亲生的孩子。这种

观点和做法在当时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

青春无关乎年龄，青春无关乎顺

逆。我之所以把南翔同志看作是伟大的

青年导师，还在于他不是一般的导师，而

是永远以一种青春的姿态战斗着、追求着的

战士。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前的岁月，在抗日

的烽火里，在解放战争的暴风骤雨中，他

是跟着党，宣传青年、教育青年、组织青

年，向着敌人阵地冲锋陷阵的一员。这不

必赘述。而在革命事业中，不论是在朝

气蓬勃的青年时期，还是在应该耳顺古稀

的垂垂暮年，不论是在高歌猛进的奋斗岁

月，还是在举步维艰的多舛逆境，面对着

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他不唯书，不唯上，

只唯实，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敢于批评，敢于斗争，始终保持了青松一

般的战士品质。

针对1943年7月在延安开始的“抢救

运动”的做法，他专门给党中央和领导

同志写了《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通

过详实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对于这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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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的估计、性质的判断、采取的手段和

措施、取得的所谓成绩等，都存在着严重

偏差，提出了原则性否定的意见。他这样

做，既遵守了严肃的政治纪律，也实事求

是地反映了问题，履行了一个党员干部的

忠诚负责的义务。历史证明，他站在了真

理的一边。

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南翔同

志多次遭受严厉的批判和迫害。1970年，

他还在铸工车间接受“监督劳改”，通过

和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工人接触，了解到

了学校的一些情况。针对当时的学校领

导者办学办厂的错误理念，他不顾个人安

危，在车间会上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

意见，他关于理工科大学的办学理念、校

办厂与校外专业厂的关系、教学科研生产

结合的不同方式及特点等，至今仍然有着

深远的启示意义。

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在拨乱反正的

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否定四项基本

原则的思潮。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性，

很快看到了这股思潮产生的背景和实质，

认为“青年学生中滋长了对共产党的不

信任情绪很值得注意”“如果要闹事，很

可能要从大学生闹起”。他没有止步于忧

虑发愁和叹息，而是毅然决然挺身而出，

奋起战斗。他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大旗，贯彻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的指示精神，利用一切机会，旗帜鲜

明地批评错误观点，耐心细致地做干部、

师生的说服教育工作，大声疾呼必须对大

学生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青年

学生不能做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俘虏。我

国将来的前途，只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不能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30多年过

去了，历史早已经对南翔同志的判断作出

了证实。

为什么南翔同志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

头脑和坚定的立场？归根到底取决于他深

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理论的彻底使

得他政治上无比坚定，目光远大而深邃。

读他的文章可以发现，他谙熟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但并不是贴标签喊口号，而

且特别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分析现实世界和问题。他观点鲜明，敢

于斗争，但绝不是强词夺理，以势压人。

比如，他批评把为人民服务理解成在学校

就是对同学服务，批评在毛主席著作学习

上的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批评把党的领

导理解成只是组织领导，批评在形势分析

上的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等等，都是通

过摆事实，讲道理，用逻辑严密、剥茧深

入的分析来以理服人，既充满着战斗的气

势，又有高超的战略战术。

南翔同志是一个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的战士。曾经担任中央党校副教务长的邢

家鲤同志回忆说，1988年，他去看望重病

在身的南翔同志，在病床上的南翔同志嘱

托他：你的岗位在青年学生中，你要到青

年学生中去！

这是南翔同志的嘱托，也表明了青年

学生在他心目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没

有青年参加的事业，是没有前途的事业。

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相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壮丽的事业。我们也相

信真理能够掌握青年，伟大的事业能够感

染青年、成就青年。这需要我们去做大量

细致耐心的工作。

让我们也记住南翔同志的嘱托，走到

青年学生中去，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壮丽事业而奋斗！                

  202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