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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届清华学生，虽然人数很

少，但是年龄跨度很大。当时年长的

三十二三岁，年幼的十四五六岁。我们一

起投入卧薪尝胆、悬梁刺股一般的学习，

互相帮助，从我做起。我们朝气蓬勃，艰

苦奋斗；立志放眼世界，振兴中华。

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977年的

机遇偏爱了我们，我们也不辜负这个偏

爱。我们奋斗着，选择着，跟随着，寻找

着，追求着，攀登着，思考着……

我们牢记着母校给我们的教诲和嘱

托，我们记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我们记得“行胜于言”，从现在做起，从

小事做起，我们记得“理工结合，又红又

专，全面发展”。

40年过去了，我们用母校教给我们的

本领，为这个世界增加了财富，增加了美

好，为我们的师弟师妹铺垫了台阶。

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我们人类，

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正在经历着一场

严峻的考试。是的，1977级的经历告诉我

们：有考试，有曲折，有严峻，才有选

择，才有鉴别，才会有进步！甚至会产生

飞跃，产生空前巨大的飞跃！

我们要像40年前一样，继续做好一块

铺路石，像40年前我们捐献的这块大理石

一样，为后来人登上我们雄伟智慧的“主

楼”，做坚实的支撑。

我们感谢命运让我们投胎在这个时

代，投胎在这块土地上。

感谢母校的培育，感谢老师们，感

谢！感谢！

赵越，中共党员，2020级水利系硕
士，2022年7月毕业赴深圳一家国企工
作。2019－2020年作为我校第21届研究生
支教团成员服务于云南省南涧一中，支教
期间被评为南涧县教育体育系统先进个
人。曾任党委学生部思教办政治辅导员、
校团委学习实践部公益组组长、红十字
会学生分会防艾部部长、水工51班团支部
书记。曾获清华大学综合优秀一等奖、清
华之友－先锋奖学金、清华大学－郑维敏
奖学金（一等）、清华大学志愿公益优秀
奖、水利系优秀团干部。

从2015年到2022年，我在清华度过了

七载光阴，今年7月，我将离开园子正式

步入工作岗位。如今站在时光的这头回

望，七年间的种种，已结成了一段平凡却

珍贵、难免遗憾但终究无悔的青春。在讲

述我的青春故事前，要先感谢英雄文化基

人生七年，清华与无悔青春
○赵 越 （2015 级水利）

2016 年在河南上蔡红丝带爱心家园与孩

子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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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的老师们授予我“清华之友－先锋奖

学金”，我也十分荣幸能够以此形式对这

段最特别的人生七年做下记录。

从小城到大学

2015年夏天，我在上海探亲旅行时，

毫无预料地得到可以就读清华的消息。从

获知消息到确认录取甚至在完成报到后，

始终有种不真实感笼罩着我，因为这实在

是一个天大的惊喜。我出生并成长在东北

的一个小城镇，我被清华录取，意味着我

们高中终于有女生考入清华了。这种不真

实感的休止符出现在拉练途中军乐队的演

奏，当校歌旋律从天桥上悠荡而来，我竟

瞬间热泪盈眶，并且被奇妙的归属感围绕

着，“是清华大学校歌，是我们的歌；而

我，是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自此，我

的内心便与清华产生了无形的连结，随着

愈多情感的投入，连结也愈加牢固。

军训期间，凭着东北姑娘与生俱来的

一股闯劲，我和水工51的同学们迅速地熟

络起来，也获得了大家的信任成为了团支

书。在共同商定支部事业为“志愿服务”

后，我们与学生红会合作，前往打工子

弟小学开展支教活动，也和西部山区的孩

子进行书信沟通。大一的一年，我在园子

里拥有了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拉练、第

一次支教、第一次过男女生节、第一次参

加甲团……其中最难忘的是支教的经历，

这种单纯的、以真心换真心的体验令我痴

迷。在大一结束后的夏天，我参加了学生

红会发起的“我们都一样”关爱艾滋致孤

儿童暑期实践活动，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

到遭受贫穷、歧视与偏见的少数群体。与

孩子们的相遇及过程中对自我受教育经历

的思考，令我切身感受到在群体和地区间

现实存在的教育差距问题。我也恍然意识

到，我在园子里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同

时，应当肩负起青年责任服务社会，我可

以在能力范围内继续通过支教等活动践行

这份沉甸又荣耀的责任。

从小城到大学，增广的不单是读书的

环境，还有我看待世界的视野。

从校园到乡间

在清华开启的第一次还有参加社会实

践。受益于水利系对学生社会实践的鼓励

与支持，我在2016年夏季学期与志同道合

的水工51伙伴们组成了洞庭湖生态调研支

队。在班主任倪广恒老师的帮助下，我们

有幸得到了洞工局专业人士的随行指导。

走访于河畔乡间，我不仅体悟到水利人的

责任与担当，而且真切领会了“受教育、

长才干、做贡献”的实践内涵，更为重要

的是，我对于实践的热情自此扎根生长。

从大一到大三，除了作为队员参加实践，

我还以队长身份组织了四次实践活动，主

题围绕生态和教育。

洞庭湖实践启蒙了我对于生态问题的

关注，也是在这次实践中我第一次听说生

活在长江和两湖流域的珍稀物种“长江江

豚”。2017年4月的某一天，我在畅想暑

期实践内容时恰好与室友提及江豚，她却

提了一个令我瞠目的问题：“江豚？能吃

吗？”室友的反应令我意识到，珍稀物种

保护工作中很关键的一项应当是使人们认

识它。经过一番调研了解后，我发起了长

江江豚生存状况调研及保护宣传实践，最

终组织了两支实践队伍，在半月时间内带

领两队分别前往武汉、荆州、九江等地开

展活动，足迹涉及科研机构、政府单位、

生态保护区和渔村。从零开始的实践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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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轻松的实践内容，让我不止一次萌生

过放弃的念头，但坚持下来后，我发现那些

看似苦累的日子实际蕴藏了无价的成长。

在虎渡河畔看流水争先，在上蔡红丝

带家园听吱吱蝉鸣，在长江古道寻望江豚

水跃，在柴井小学感受马兰花于心上绽

放……那些满怀一腔热血追寻梦想的经历

令我更加无畏、坚定与自强。

从校园到乡间，于泥泞间的跋涉踏宽

了我对生活的感知边界，也踏深了我对人

生意义的探寻程度。

从此处到远方

本科前三年，我几乎将所有的课余时

间都投入到了校内社工岗位和校外田野实

践中。躬身笃行，正心修身，随着自我认

同的不断确立，主导行为的信念也已悄然

转变：从“去做些事情吧，看看我想做什

么”，变为了“去做些事情吧，看看哪里

需要我”。

大四学年初始，我成为了清华大学第

21届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为了更好地在

服务地开展教学工作，我们经历了一年期

的在校培训：教学试讲、晨跑锻炼、技能

讲座、教学实战，还有参加普通话等级和

教师资格考试。2019年夏秋之交，带着饱

满的有形和无形行囊，我们暂别清华园，

奔赴祖国各地。我和四名支教队友一起服

务于云南省南涧县，因为五个人分别来自

不同的五个省份，所以我们将队伍群取名

为“云南大杂烩”，我也得到了一个非常

霸气的昵称“赵黑龙”。我的服务地是南

涧一中，学校背后是山，前面是山，左右

和脚下都是山，去做家访就要上一些山、

下一些山，再穿过一些山。对于从小看惯

了一望无际的原野的我来说，置身其中，

便更能理解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这里的

孩子天然地被“困”住了。但好在，只要

抬头，只要向上望，就可以看到纯净辽阔

的天和自在卷舒的云。我希望传递给他们

的，便是这样一种向上的力量。

如果把每种情绪都用不同颜色表示，

那么小赵老师的情绪画卷一定是无比缤纷

多彩的。在成为小赵老师两个月后，一个

女生问我：“老师您知道某某（一位演

艺人员）吗？”我说知道，随口问她：

“他是你偶像吗？”还没等

到回答，旁边另一个女生抢

着对我说：“老师，我从来

都不追星不喜欢那些偶像什

么的，但我喜欢你，你就是

我的偶像。”这句话令我愣

怔好久，难以抑制地被水雾

蒙了眼睛。一年时间里，这

种幸福时刻很多，愤懑、悲

伤、失望也时有发生。曾在

数个失眠的夜里，为白天走

进教室要说的课程之外的话

打腹稿，想给他们讲很多很
2020 年期末与南涧一中学生合影，中间着深色衣服者为

作者赵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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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于我而言十分受用的道理，但也不得不

劝慰自己，有些道理不亲历是无法领悟

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好似可以为

一些失望与难过作注解，可我确实在冬日

破晓前听着他们的集体诵读声而不自觉地

念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在做了我能

做的事情之外，我还曾向不存在的神灵祈

祷，愿来自家庭或社会的引着他们下坠的

力量少一点吧、再少一点吧。

2020年秋，带着对远方不尽的牵挂，

我重返清华攻读硕士学位。或许是当过老

师的缘故，再次回到校园，我比以往更加

认真地学习每一门课程，同时也积极地参

与科研工作。在学业科研上付出的努力

最终通过获评荣誉得到了认证，“清华之

友－先锋奖学金”是我在园子里获得的第

一个高额奖学金。在确认获奖后，我苦恼

了很久应该如何更好地使用这笔奖学金，

恰好在2021年11月，清华研支团发起了

“助梦1+1”活动，1对1地帮扶青海省湟

中一中品学兼优但家庭贫困的学生，时机

刚好，我成功地被选为了资助人。现在我

与一名高一的女生结对，为她提供一些生

活费方面的帮助，直到她完成高中学业，

我希望能把这种付出后被认可、努力后被

鼓舞的幸福感传递给远方的她。

重返清华后发生的转变还体现在对园

子的眷恋，我更加珍惜在校园里的美好时

光，想要每一天都不虚度，想要每一天都

值得被记住，我认真地“解锁”专属于校

园生活的经历，包括担任政治辅导员和

课程助教。研一上学期，在思教办担任政

治辅导员时我主要负责宣传工作，为了献

礼110周年校庆，我设计了“清年”人物

采访专题，分享园子里闪光青年的故事。

“清年”之外，我还尝试筹备了“穿越清

华园”手绘图文专题，虽然很遗憾未能成

功发布，但是在准备过程中，通过阅读

《清华校友通讯》中的文章，我仿佛真的

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清华园：和陈荣刚学长

（1978级精仪）一起穿过“路两旁一人高

发黄的蒿草”，从南门来到大礼堂；和丁

宁宁学长（1977级电机）一起在高等数学

课堂上，听葛老师边撑拐讲课边说“清华

的教员没有坐着讲课的习惯”；和冯愚斌

学长（1979级土环）一起在五食堂打饭，

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冲出教室，争先恐后

地直奔食堂”；和宋慰祖学长（1979级化

工）一起“在狭窄的楼道里，挤在透不过

气的系学生会办公室内外，观看中国女排

的首次夺冠”。时间如流水难溯，但精神

上的共鸣不惧时空的任何阻隔，清华精神

便这样存在着。

从此处到远方，当我在远方，远方是

此处；当我在此处，此处也可以是远方。

不过百年的人生中，七年弥足珍贵，

以“清华”为主题的这段无悔青春，已成

为我抵御未来一切风霜的底气。

2022年5月27日

七七高考离工厂，步入清华大学堂。
工人知青应届生，长幼参差俱同窗。
晨曦初露便起床，教室占座像打仗。
基础政经专业课，编程解题泡机房。
阶梯后厅图书馆，学生宿舍上下床。
训练比赛东操场，欢声笑语七食堂。
主楼依窗看斜阳，白云彩霞似春江。
星移斗转四十载，难忘昔日书墨香。

毕业四十年感怀
○肖庆涵（1977 级自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