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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毕业，此

后一直执教于清华大

学，从事中国近现代

历史与当代中国社会

与经济的教学、科学研究工作。1984 年担任清

华大学副校长兼社会科学系主任。1990 年担任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芝加哥总领事馆教育参赞。

1993年末回国。曾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常务副会长、

名誉副会长、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香港树仁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

九旬高龄的张慕葏老师步伐健朗、思维敏捷、

精神矍铄，时入隆冬依然保持着游泳健身的习惯。

在清华 70 余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张慕葏始终

牢记自己的成长离不开党和清华的培养。

从一位 19 岁的共青团员，成长为一名共产党

员、一名老师和一名老教育工作者，张老师和夫人

潘敏贞（水利系退休教师）以自己对母校的浓浓感

激之情，捐资 30 万元设立“清华校友—张慕葏潘

敏贞励学基金”，用来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习勤奋、

生活简朴的学生完成学业、成才报国。

前辈们的耳濡目染

张老师总是说自己是一个“地道的清华人”，

在清华学习生活了 72 年，90 岁高龄仍然清楚地记

得自己在清华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说起过往的经

历仍然眼里有光、容光焕发。1953 年，张慕葏被选

拔为首批政治辅导员，在忙碌的学习和生活中，也

得到了时任校长蒋南翔的关心和指导，他曾回忆自

己开始担任政治辅导员时，在蒋南翔校长家里开会，

蒋校长谆谆嘱咐自己，年轻时一定要练好政治上的

基本功，做政治辅导员就是培养政治工作、组织能

力的基本功，且这些基本功要从小培养。

“他给我们举个例子，就像唱京剧，有两种人，

一种是科班出身，从小就练京剧，他一出场，唱腔

和身段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有功底，是从小培养出

来的；还有一种是票友，他唱京剧是后来学习的，

一出来就知道这是一个票友，不是科班出身。他说，

你们做政治工作也是要培养‘科班出身的’，要能

张慕

张慕 ：

九旬高龄对母校最深沉的爱与回馈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彩雯

够成为这方面又红又专的人才。”这一席话让张老

师印象深刻，终生受益，并在之后的工作生活中，

时刻不忘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觉悟。

1954 年，由于当时的北京只在清华大学有一个

室内游泳池，所以毛泽东主席有时晚上到清华来游

泳锻炼。当时，张慕葏老师在清华担任团委工作，

在工作上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当时清华搞先进集

体，表扬学生中全面发展的好班级。社会上有人认

为先进集体束缚了学生的个性，有强迫命令、简单

化等等问题，有争议。”时任校长蒋南翔老师陪毛

主席时将情况汇报给毛主席，得到了主席的肯定。

蒋校长传达主席意见后，张慕葏老师备受鼓舞，更

加坚定信念，加强基层团支部和学生班级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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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

继续推进先进集体的

相关工作，至今仍影

响着清华学生班级基

层组织建设。

1958 年，周恩来

总理曾经应邀来清华

参观毕业展览，还在

政协礼堂观看清华学

生文工团演出。当时

蒋南翔校长要求同学

们搞“真刀真枪”的

毕业设计，项目包括

密云水库、微型汽车

等内容，都在指导老

师的帮助下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周恩来总理参观后，

在讲话中肯定学校能够将教育和生产实际相结合，

希望学生能够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就。周总理

关怀清华、平易近人的风范让张慕葏老师深受教育，

终身难忘。

在主持团委工作时，张慕葏老师深感于时任党

委第一副书记刘冰老师严谨求实的作风和对他的教

导：“1962 年时，因为学生干部政策水平不高，

有简单化、极左的一些做法，对学生比较简单化。

后来刘冰同志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用差不多两星期的

时间，每天跟团委主要干部讨论，团支部工作当中

有哪些问题，有哪些政策界限不清楚，最后形成了

五十条。这五十条就是一条一条说明共青团的工作

应该怎么做，比如说不能把同学努力学习看作白专

道路，不能只红不专，也要又红又专等等，刘冰同

志针对团支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帮我们

明确了政策界限，最后开了一个全校基层团干部会，

党委也发了一个文件，刘冰同志亲自做报告，这些

对我们教育也很大。”这些内容形成了《学生政治

思想工作的任务和一些问题的界限》（五十条），

这一文件的贯彻大大提高了团干部的工作水平，团

委干部更受益匪浅。

张慕葏老师说：“正是老一辈共产党人和老师

们的言传身教，使我坚定了理想信念，明确了政治

方向，也开始懂得了什么是党的优良传统和良好的

工作作风。要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校园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最独特的优势

作为一个地道的清华人，母校的校园文化让张

老师倍感骄傲，他也坚信这是清华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和独特的优势，感染教育了一代一代的清华人。

他认为，首先清华校园文化继承发扬了我们国家的

优秀文化传统。“中国有一位张岱年先生，他是很

著名的哲学家，也曾在清华任教。他曾经讲过一句

话说：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精华就体现在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上。”清华的校

训正是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张慕葏说，清华的校园文化不仅吸收了中国传

统的优秀文化，还吸收了西方的优秀文化。“清华

是用我们中国的庚子赔款创办，开始也吸收了很多

西方的教学经验和他们的文化，特别是梅贻琦担任

2019 年，张慕葏和夫人潘敏贞（右二与左二）在女儿张卫红（1985 级建筑系校友）的陪同下来到

清华校友总会，捐资设立“清华校友—张慕葏潘敏贞励学基金”，右一为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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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期间，曾经在国外访问了很多大学，把西方很

多大学的办学经验以及西方的优秀文化带到了清华

大学。新中国成立前的清华既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

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科学文化的理念与方法，形

成了‘古今贯通，中西融合’的好学风。”

“我们优秀的校园文化，也继承发扬了中国近

代革命的、文化的传统，继承发扬了共产党百年来

的建党精神。”他以蒋南翔校长为例，蒋南翔一生

唯实求真，他工作中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是执行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方面的模范，也为清华大学的建

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的优秀校园文化也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

的优秀文化，如扩大开放、借鉴吸收国外先进优秀

文化和勇于创新改革的精神。”

“清华文化来自于这些方面，清华校园文化与

精神，我归纳成六点：第一点，服务国家、造福人

民的爱国精神；第二点，追求真理、唯实求真的精

神；第三点，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人文精神；第

四点，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第五点，

学术自由、崇尚平等的民主精神；第六点，和而不

同、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归纳起来就是爱国、科

学、人文、创新、民主、开放。我觉得这几点体现

了清华非常优秀的校园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校园文

化熏陶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培养出一代代清

华的优秀杰出人才。”

生斯长斯，吾爱吾校

张老师总是说，“我热爱清华，也感谢清华。”2019

年，张慕葏老师和夫人一起捐赠设立了“清华校友—

张慕葏潘敏贞励学基金”。他夫人潘敏贞是清华大

学水利系的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

一辈子从事清华的教育工作，女儿张卫红是清华大

学建筑系的毕业生，“我们都是清华大学培养成长

起来，所以我非常感谢母校，也希望我们清华大学

为我们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张慕葏认为，虽然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但是国家

仍然存在着贫富差距，有不少贫困地区和一些贫困

家庭的学生，他们到大学来学习，经济上仍有困难。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捐赠，使这些经济困难学生能够

安心学习，努力成才，将来为我们国家做贡献。

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张慕葏老师希望他们在

学校学习和在社会工作时，仍然能够深刻理解并不

断发扬清华优秀的文化精神，坚持又红又专，全面

发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将中国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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