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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较真、追求卓越的处世态度，已经深深

地嵌入我们的理念之中，不管我们身处逆

境、顺境，不管遇到什么突发情况，这些

清华精神背后的哲学指南，无时不在指引

着我们处变不惊、从容应对的大方向。

现在我们大多已经过了“耳顺”之

年，多数人卸下了工作的责任和事业的

压力，我们好像再次年轻了。在这个时事

多变的时代，经常需要换赛道“重新活一

次”，我们也不例外。与时代同步，积蓄

正能量，释放正能量，传播正能量，为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做出最后的微薄贡献，成

为我们换赛道后的主要使命。在日常琐碎

生活中，除了要扮演好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角色外，言传身教“四个自信”，又成为

我们谱写峥嵘岁月篇章的新内涵。因为我

们知道，中华民族的“四个自信”不会从

天上掉下来，需要持续传承践行，我们不

应该缺位。同时，保持身心健康，为儿女分

担家庭事务，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帮忙而不添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梦永远在远方，路一直在脚下。只要

能跟上时代步伐，我们将永远年轻。让我

们整理行装再出发，以积极阳光的心态，

走过一个又一个峥嵘岁月！  

 2020年12月

1990—2020，我已从清华毕业30年，

这是中国腾飞的30年，也是我人生最美好

的30年。

我们这一代人无疑是幸运的一代，我

们有幸全程见证和深度参与了中国从封闭

落后到日益繁荣富强的波澜壮阔、风云激

荡的40年，深刻体会了中国之于世界、世

界之于中国关系的演变历程。

从清华电机系毕业后的30年中，我曾

自强是清华人的精神底色
○唐晓明（1985 级电机）

在深圳供电局供职两年三个月从事专业工

作；后来服务于华为公司长达24年。毕业

后回清华的次数并不算多，除2010年毕业

20年校庆外，还有三次是代表华为公司

到清华做毕业生招聘宣讲，再有就是陪家

人、孩子到清华参观了。

毕业30周年的契机，促使我回忆思考

清华对于我们个人成长的意义。1985年，

我们怀着最美好的憧憬从五湖四海走入清

华园。入学之初的体会是最为深刻的，中

学阶段习惯了当“第一”的我们，到清

华后大多不再是“第一”。记得入学后

学校组织英语摸底测试，英语高考成绩

“96+8”的我一上来就蒙圈了：第一部分

听力，老师的录音机里说了啥我基本都听

不懂。看到很多同学已经开始答题了，我

也只能硬着头皮蒙。我想，这种精英荟萃

的环境对于我们这些“尖子生”是一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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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心智锻炼成长课，使我们能兼具理想

与理性、自信与自知。

清华的梅贻琦校长曾说过：“所谓大

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从而造就百年清华人文荟萃，博

大精深。我们在清华的学习过程中感受

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塑造着自己的价值

观，建构着自我认知。初入清华时，有老

师问大家：“假如有100万，你准备怎么

办？”记得同学们的回答中大多要“开企

业”“办学校”。清华让我们知道，世界

很大，要认识和改造世界，必当脚踏实

地，自强不息，行胜于言。

清华学子的底色是拼搏与奋进，教

室、实验室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清华的学

习生活是单调的，一教二教三教四教五

教，电机系馆，各类实验室，一号楼四楼

宿舍，还有六食堂五食堂，我们用自行车

把他们编织成了日常的主线。那时，同学们

觉得高考虽苦，但清华五年更苦、更持久，

我们在“单调”中学会了平实与坚韧。

清华师长们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对

我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们耳濡目染，带给

了我们科学的精神、乐观的态度，以及面

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犹记

得，工程制图课上，我们是从铅笔的选用

和削笔开始了一笔一划地制图，在老师

“手把手”的指导下我们不断进步，最后

我们大都“惊艳”于各自的“作品”。我

们不曾想到，原来工程图纸也是可以充满

美感的。也记得，毕业设计期间我得到了

指导老师黄益庄教授和刘建政教授的悉心

指导和鼓励。我对课程设计过程中取得的

一个个小进展感到兴奋，整个过程让我受

益匪浅。

清华的学习生活也是丰富的，我们是

“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是“春天的故

事”中的重要角色。荷塘月色、水木清

华、清华学堂、大礼堂、二校门、工字

厅、近春园，以及隔壁的圆明园，还有北

大等兄弟院校邻居，都记录着我们青春的

印记，各种社团活动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

语……

还记得在校期间，班主任童陆园教

授、辅导员宋六根，时常会组织大家到

男生宿舍开班会，聊家常，送温暖；倪以

信教授曾代表电机系到宿舍与我们亲切交

流，激励大家奋发努力。学校和师长的关

怀，让同学们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

清华十分重视体育，让我们体魄强

健。当每天下午4:30的广播响起，就像战

斗的号角吹响，驱动我们到西大操场挥洒

汗水和豪情，我曾获得全班体育成绩最高

分99分。在校五年，我天天打篮球，从未

间断。毕业后30年间我也一直保持运动的

习惯，身体状态始终良好。

清华给了我们站在高处看世界的眼

光，让我们能在纷繁变幻的现象中看到

方向，在面临事业和生活的一道道选择题

时，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所有这一切让我

们面对工作挑战时充满信心，百折不挠。

在终生学习日益成为“必须”的时

代，清华的学习经历为我们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比如，使我能够在1995年入职华

为公司后，很快适应从电力向通信行业转

变的挑战，适应从技术到营销、管理岗位

变化的挑战，适应从“机关”到拉美、欧

洲、中国区再到“机关”工作环境变化的

挑战，使我能充分投入到华为发展的各关

键阶段，并赢得关键性胜利。

我是电机系发52班级的一员，从昆明

初入校园，我甚至不好意思开口说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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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在珍贵的集体生活过程中，我们朝夕

相处，磨练了性格，收获了成长，懂得了

合作。大学同窗的友谊也成为走上社会后

相互激励、扶持、陪伴成长的驱动力。比

如，是发51的夏健同学把我“忽悠”到的

华为，我们一直是最好的同事和朋友。在

清华，我们有幸遇到太多的全国乃至全球

的优秀同学，还有各专业领域的学术大师

和遍布世界各行各业的杰出校友。这是我

们人生莫大的财富。

邱勇校长在最近致辞中强调：“自强

是清华人的精神底色，自强的清华人永远

保持奋进的姿态！”我们对此深以为然。

3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已从青葱少年

进入人生“下半场”，我们距离“为祖国

健康工作50年”尚有很大差距，吾辈当再

接再厉，不负清华，不负青春。我们有理

由对过去的30年“满足”，对现在“满

意”，更对未来“满怀希望”。

我由衷地感恩清华的悉心培养，并向

母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愿清华，祝愿

祖国，祝愿世界更美好！  2020年4月19日

唐晓明，1995年加入华为公司，曾任
欧洲片区副总裁、中国区常务副总裁、全
球销售与客户群总裁、公司高级副总裁等
职。在华为任职24年间，是华为公司从小
到大、从国内到海外、从跟随到全球领先
发展历程的重要贡献者。现任华为公司高
级顾问、华为大学教授。

三十而立
○王  川（1986 级美院）

有些事情要想明白，好像还非得30年

不可。

在这样的时间点上，还是原来的那些

人和事以及关于他们的回忆，其中有些已

被时间消弭变得模糊，但另有一些却因岁

月的磨洗反而绽出更加生动的光泽。2020

年，对于1990年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本

科毕业的我来说，此时的感觉刚好就是

这样。

都说三十而立，这要看怎么说了。反

正现在看来30岁那时候，我离找到北好像

还差着那么一截子，尽管当时自己觉得很

有方向。然而今天，如若是以毕业为起点

而论的话，我大致可以确定自己是走在向

北的路上。

虽然不想太过宿命和矫情，但一回头

这30年里的各种因缘际会，诸多机缘巧合

和各种磕磕绊绊却也让我唏嘘。1990年毕

业后，我逐渐发觉在书籍艺术的专业范畴

里，自己更偏插图而不是设计，所以1992

年进入少儿社后，成天画儿童插图觉得舒

2020 年 1 月，王川在个人摄影展开幕式

上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