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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过好几年的努力，研

制成半导体激光调频光纤传感测量仪，获

授权我国技术发明专利并转让日本，还获

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三等奖。

王大珩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科学技

术发展，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为赶超

世界先进水平，与他人共同提出“863计
划”，这是科学思维也是战略眼光，极大

地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的进展。王老学识

广博但平易近人，工作严谨而生活简朴，

到他家拜访汇报工作时，我看到家具都是

老旧的很是感动。王老还曾跟我说，他到

许多实验室看到仪器多是外国的，犹如

仪器“万国展”，感到很痛心，殷切希望

尽快发展我国的仪器。我和王老接触时间

并不很长，但每次聆听他的教诲都深受启

发，现在言犹在耳，决心做开创新中国光

学事业的“追光者”。2021年4月我收到

中国激光杂志社来函，告知了我参与执笔

的论文《中国光纤传感40年》，在《光学学

报》创刊40周年之际被评选为6篇“高被引

论文”之一。我想以此告慰王大珩先生在天

之灵。

我回忆起在精密仪器系的岁岁月月，

难以忘记为了精仪系的建设和发展曾付出

心血与努力的老师和同学们。我有缘精仪

系，感恩精仪系，和精仪系始终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联、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因

为精仪系给予我家的感觉。精仪系现在已

经开始了新的创业，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和

极大的潜力，将是大有作为的。我希望，

精仪系不忘初衷，坚持始终，继续发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综

合性、研究型的特点，脚踏实地，锐意创

新，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育人质量。我衷

心祝愿，精密仪器系精益求精、再接再

厉，随同清华大学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

道路上阔步前进，一定会取得新的发展和

更大的成绩！

2021年8月

我和《清华校友通讯》的四十年
○郑文会（1959 届土木）

看到《清华校友通讯》复84期之后，

才猛然想起，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清

华校友通讯》的复刊号已经走过了40年的

道路。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分，这40年的变

化真是太大了。

想起看到第一期的时候，我们都刚刚

从十年“文革”的噩梦中醒过来。毕业

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我们和学校都

断了联系，变得生疏起来。是《清华校友

通讯》把我们又拉回学校，让我们重新

回到了清华园，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在清

华度过的五年半的青春时代。随着时间的

流逝，我们和《清华校友通讯》走得越来

越近，我们和学校也越来越近。它就是我

们广大校友的精神家园，是我们了解学校

的窗口，是校友们交流的平台，所以每一

期我都认真看。我为学校的发展与成就感

到由衷的高兴，为杰出校友的事迹感到骄

傲与自豪，为一些遭遇过不公平待遇的校

友感到同情，有些文章会引起我强烈的共

鸣。我会从中找到奋斗的目标、前进的动

力、学习的榜样，它成了我亲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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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过去了，我搬了无数次家。每

次搬家的头等大事就是清理东西，而被清

理掉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量的书籍，包

括文艺书、小说、专业书、外文书等。而

唯独《清华校友通讯》从复刊号到现在的 
84 期一本不少地保留了下来，而且一直

跟着我从偏僻的远安到了孝感，又从孝感

到了武汉。现在它们正静静地摆在我的书

架上，成了这有些简陋的书房中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我和《清华校友通讯》40年的交往，

首先要提到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给9班大

一开学时的团支部书记金丽华同学。在她

的帮助下，我幸运地拿到了复刊号和后来

的复2期、复3期、复4期……正是在她的

帮助和鼓励下，我开始给《校友通讯》写

稿件。

1991年清华 80周年校庆之际，我写了

一篇《母校育我恩情在》的文章刊登在复 
23期上。从那之后，我班毕业 40周年、50
周年聚会，以及 2001年的全班同学杭州

大聚会并畅游杭州、绍兴、宁波、普陀山

和 2004 年部分同学畅游南京、苏州、无

锡等地的活动，她都鼓励我写了报道。有

时与她合写，也有与张崇岱同学合写。后

来有的同学不幸去世，也是在她帮助下，

我为邱镕处、赵永铭、邬象牟等同学写了

悼念文章。使我和《校友通讯》之间的关

系又从刊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进展到既是

读者偶尔也是作者之间的关系。

也是通过金丽华同学的热心帮助，我

认识了不少《校友通讯》的编辑老师和工

作人员。我最早认识的是老主编钱锡康学

长，他是给 8 的，比我高一年，给我不少

帮助。还有徐友春老师等，我都给他们添

了不少麻烦，更得到了他们不少的帮助。

近年来，也是在金丽华同学的帮助下，我

又和黄文辉、解红岩两位副主编认识了，

并且和她们建立了微信的联系。这样一来

我麻烦她们的事情就更多了。小到稿件方

面的一些文字问题，大到委托她们办一些

编辑工作以外的事，她们都热心及时地帮

忙办理，真使我感动。如2018年，我有一

位东北师大附中的校友，也是清华的校友

姜蔼如同学，她父亲姜书麟老学长是清华

经济系1932年毕业的，已去世多年。老先

生在世时很少谈及自己在清华学习时的情

况。在姜同学的心目中，她的父亲可能就

是一位不问政治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一

次在闲谈中谈到这类事情，我表示可以向学

校了解一下。于是向两位副主编请求帮助。

不久，解红岩老师就给我答复了，并

且发来了几张照片。其中有姜老先生的学

籍卡和两张珍贵的照片，一张是学校抗日

救国会的工作人员合影，还有一张是校级

足球队队员合影。在第一张照片中，标明

她的父亲是负责纠察工作的。这张照片中

还有不少名人，其中就有王岐山同志的父

亲王德政。而另一张照片上还有著名的抗

日空军英雄沈崇诲。这两张照片完全颠覆

郑文会学长与珍藏的《清华校友通讯》复

刊后全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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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子女对父亲的想象，说明他们的父

亲不仅关心而且是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活

动，是一个爱国青年，同时又是一个驰骋

绿茵场的足球健将。姜同学和她的家人都

感到十分欣慰，并对两位副主编，特别是

解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后来姜同学又提

出想了解她的叔叔姜书阁在学校的情况。

她叔叔也是1932年清华毕业的，学的是法

律。解老师很快给了我回复，发来了姜书

阁老学长在学校时的学籍卡，并且转来了他

的资料。姜同学全家更是感到十分惊喜，圆

了多年想要了解叔叔在校经历的梦。

前几年，我想起一位老同学卢仁。我

们多年失去联系，只听说他在北京林业大

学工作。此事我也求助解老师，请她帮我

打听一下。很快就有了回音，这才知道老

同学已去世多年。当时，由于疫情期间不

便去学校了解情况，解老师告诉了我一个

联系电话，使我能更多地了解我这位老同

学晚年的一些事。最近，我老伴的一位好

友孙昆夏女士，她的父亲孙永明是西南联

大1944年电机系毕业的，后来响应学校号

召抗日参军，到孙立人部队做翻译工作，

为抗战作出贡献。解放后在沈阳电力系统

工作，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孙女士

也因此受到连累，连高中也不让上，只能

上了中专。如今，父亲已被平反，孙女士

一家生活平静，老母亲年过百岁，仍然健

在。她和家人想了解一下父亲在学校学习

和参军的情况。此事我又麻烦了解老师。

很快，解老师从学校档案馆获得了孙

永明老学长两张学籍卡和解放前补办毕业

证的相关资料。孙永明老学长一生坎坷，

对自己的过去一向守口如瓶，家人对此一

无所知。解老师将这三份档案文件复印件

快递给了孙昆夏女士，还鼓励她写一篇怀

念父亲的文章。这些资料给了孙女士和年

迈的母亲以极大的精神慰藉，他们对清华

的校友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实我也很矛盾，知道这样会给他们

增加不少额外负担，真的很抱歉。可是我

又知道，作为《校友通讯》的工作人员，

他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做好这件事。因为

通过这么多年的交往，我已经感受到他

们的热情和对校友的关心。我想这已经不

单纯是一个刊物的编者和读者或者作者的

关系，而是超过年龄和职业界限的朋友关

系，更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称呼：清华

校友。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想起他们，

想给他们送去一声发自内心的问候和祝

福。可是一想他们联系的人太多了，如果

每个人都给他们发去祝福，出于礼貌他们

要回复，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

担，所以只能默默地在心里祝福他们工作

顺利，事业有成。

看着一大排《校友通讯》从1980年的

复刊第一期到40年后的复84期，整整齐齐

地排在一起，好像一队雄赳赳的战士。

我不由得想起一句话：历史是人民创造

的。我想，清华大学的历史，也是由清

华的校友们创造的。这40年的《清华校友

通讯》，不也正是清华大学40年的编年史

吗？它内容丰富、真实、深刻、感人，具

有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我们在这里说

真话，说心里话，说真事，说家里的事，

也说国家的事和世界的事。正所谓国事家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展现的正是我们清

华人的家国情怀。40年已经过去了，在我

们迎接新的40年的时候，祝愿《清华校友

通讯》越办越好，和广大的校友一起共同

谱写清华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202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