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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工程化学系化04班是1964年9月
入学后组成的，全班共有32名同学，其中

女生8人，男生24人。同学们有的来自北

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成都等大

城市，有的来自吉林、江苏、福建各省的

中小城市，还有不少是来自河北、山东、

四川、江苏、安徽等省的农村。有的同

学出生于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家庭，大

多数则出生于城市平民、工人、农民等家

庭。同学们都是各省市高考的尖子。

女同学邓小岚是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

工程化学系，因病休学一年，1964年进入

了我们化04班学习。她于1943年在晋察冀

根据地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围剿中出生，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成长，父亲

邓拓是当年《晋察冀日报》社长，母亲丁

一岚1938年入党，是我党最早的播音员。

2019 年 3 月，同学们在母校相聚，为班

主任汪昆华老师祝贺 80 大寿。前排左起：徐

景明、杨东辉、邓小岚、刘延东、汪昆华老师、

顾秉林、王兵；后排左起：杨健、丁富新、戚

安国、王太行、臧希年、崔秀生、刘湖

在团结友爱的班集体中成长
○王  兵  徐景明  丁富新  臧希年（1970 届工化）

在家庭的教育熏陶下，邓小岚一直对人

民、对党和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女同学

刘延东是班里另一位突出的女生，她入学

前就是党员，思想成熟，善于做政治思想

工作，联系群众广泛，为人真诚和善。

化04班的班主任汪昆华老师，是1962
年工化系毕业的“学姐”。她政治水平

高，工作认真负责，细致耐心，热情大

方。她差不多每天下午4点左右都会到学

生宿舍督促大家走出宿舍，到操场去锻

炼，晚上7点左右又到宿舍检查晚自习。

一旦发现有同学在思想、学习和生活上遇

到困难，就及时解决。她虽然只比同学们

大几岁，但深受大家的爱戴和尊敬。

从乌兰诺娃到乌兰牧骑

同学们入学后住在一起不久就显示出

年轻气盛的一面。在一间住着8人的男生

宿舍里，有一天晚上熄灯后，来自天津

的同学躺在床上向来自南通的同学发起

挑战：“XXX，出一道几何证明题让你证

证，敢接吗？”对方回答：“出吧，有什

么不敢？”出题方在黑暗中口述几何图形

和证明条件，迎战方很快回答了证明过

程，其他同学静静地在床上听着。紧接

着，来自南通的同学来了个反攻：“我出

一道题给你，敢接吗？”“出吧，有啥不

敢的？”于是双方在黑暗中又斗了一个回

合，不分胜负。两人又继续开战。过了好

大一会儿，酣睡声在宿舍里大响，有人睡

着了。临时寝室长就嚷道：“别证了！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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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两人这才停战。

不久，新生入学教育开始了，后来学

校组织了“红专”辩论和“九评”学习。

在汪老师的组织和刘延东同学的带领下，

大家白天学习，晚上交流谈心，相互启

发，相互帮助。血气方刚的学子们开始明

白不仅要学习好，更要思想好、身体好，

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相互携手为国

家和民族强盛而奋斗。班里还组织了“一

帮一，一对红”活动，学习好的帮学习有

困难的，政治成熟一些的帮助要求进步的，

逐渐形成了团结互助、积极向上的气氛。

在政治学习的基础上，许多同学将为

共产主义奋斗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先后

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邓小岚在高

三时就提出了入党申请。在“红专”辩论

和“九评”学习中，思想发生了升华。她

从小酷爱音乐舞蹈，很崇拜苏联当时最优

秀的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非常欣赏她创

作的那些绝美的艺术形象，梦想成为她那

样的艺术家。在大一的政治学习中，邓小

岚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而崇拜被

当时政府所表彰的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

她觉得乌兰牧骑为劳动人民表演，歌颂人

民，愉悦人民，鼓舞人民，比乌兰诺娃单

一表演脱离今天生活的节目更有活力，更

为广大群众所需要。于是，她决心抛弃多

年来对乌兰诺娃的崇拜，改为做乌兰牧骑

式的人，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

治服务。1965年4月，入学不到一年的邓

小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

预备党员。入党后，她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积极主动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更加努力地学习，为班集体的发展作出了

更多的贡献。

全班同学你追我赶、要求进步，同学

们的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到1966年春

季，化04班先后有6名同学加入中国共产

党，学习成绩也普遍提高，体育锻炼蔚然成

风，团结友爱、奋发向上的班风迅速形成。

为班集体作贡献  在班集体中成长

1966年上半年“文革”开始后，化04
班同学对时事的分析常常有分歧，但都是

真诚讨论问题，求得实事求是的答案。同

学之间有时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从不恶

语伤人，常常在争论之后一起去食堂打

饭，一路上还有说有笑。当时，邓小岚每

次去大礼堂前看大字报，总有几位女同学

陪伴在身边，愉快地和她交谈讨论。我们

事后得知，这是汪昆华老师安排的，因为

邓小岚父母受到运动的冲击，她嘱咐女同

学不要让邓小岚单独外出看大字报，以免

发生被围困、被质疑的困境。在班级年级

以至学校的集会中，汪老师和同学们总是

推举她带领大家唱歌，教大家唱新歌。

这些都使邓小岚感觉自己是班集体需

要的一员，因此对自己、对社会、对生活

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有一段时间，邓小

岚和同学一起到南方串联，无法照顾自己

在家的两个十几岁的小弟和小妹，就将他

们带到学校，委托班上男女同学照顾。同

学们个个都像对待自己的弟妹一样照顾他

们，每天都有人负责安排他们的住宿，带

他们去食堂吃饭。还有人教他们刻蜡版，

印小报，带他们发传单，和他们聊天，带

他们锻炼，使小弟小妹深感温暖。两位小

弟和小妹记住了不少同学的名字，甚至

还知道谁睡觉时打鼾，谁穿着拖鞋在校园

跑，又是谁缝被子时还走倒脚针……两位

当年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如今都老了，但还

没有忘记当年关爱自己的化04的哥哥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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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一段时间邓小岚没钱买饭票，班上

一位男同学王太行知道后，每月都送钱给

她买饭票，从不声张。1968年4月清华园

的武斗刚开始时，全班同学立即拧成一股

绳，集体预防武斗可能带来的危险。女同

学刚开始收拾被褥等物件准备转移时，男

同学闻讯立即赶过来，帮助女同学将行李

从楼内转出来，再用自行车或者肩扛手提

将行李从4号楼搬到位于西南门附近的杨

健同学家。住在新斋的男同学们的行李，

则委托留校的一位男同学看管。

武斗结束后，同学们回到学校复课。

在整党学习期间，班上数位男同学应邓小

岚之约和她谈心，讲述自己的学习生活和

经历，相互鼓励要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未

来。邓小岚和其他党员一样得到大家的认

可，顺利地恢复党籍。全班同学的真诚爱

护，使邓小岚对周围的人和未来的生活一

直怀着一颗热情和友爱的心，她积极地为

班集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期间，同学们还去农村拔小麦割稻

子，邓小岚总是和大家融为一体，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学们去工厂实习劳

动，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邓小岚和

大家一样情绪始终很高涨。有一天工厂

发生了火灾，在救火过程中，杨健同学不

怕危险奋力救火，表现非常勇敢，受到大

家一致赞扬。邓小岚也从中受到很深的教

育，她表示在危险关头也要像这位同学一

样冲在前面。

1970年3月，化04班同学都顺利毕业

了。邓小岚也和大家一样，政治上成熟

了，业务上扎实了，身体更健康了。她怀

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相处5年半的同学

们，告别母校，满怀信心地走向自己的工

作岗位。

团结友爱  从未中断

化04班同学毕业后，分布在祖国的四

面八方，班集体没有了，但团结友爱从来

没有中断。不管工作和家务多忙，同学之

间的通信从来没有中断，遇到工作生活中

的困难，总要给知心同学写信、打电话诉

说一番。外地同学来北京出差，总要抽

空来学校看望班主任汪老师和在校任教的

老同学。那时条件差，为了招待来校的同

学，在校工作的同学常将家里的卧室让出

来供同学住宿，自己则到实验室或者办公

室过夜。

在一起工作的同学，相互关心和帮助

更多。有一次，一位同学生病住在校医

院，因打吊针7天不能下床，爱人在远郊

工作不能来照顾。因此，一位在校工作的

同学就在百忙之余每天一大早送来煮好的

牛奶，下午下班后来看望问候，处理有关

事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邓小岚同学退休后想到她的出生地河

北阜平教那里的孩子们唱歌，立即得到很

多同学的支持。班集体开通了微信群，大

家在群中交流关心的各种信息，在节假日

相互问候。有一次有同学在微信中上传

了邓小岚教老区孩子们唱歌的视频，得到

大家的一致好评和赞扬，有同学称赞她是

真正的革命后代。为了支持邓小岚的扶贫

事业，班主任汪老师还专门和学校文艺社

团联系，请清华的文艺社团给予指导和帮

助。学校文艺社团多次接待孩子们来清华

参观、演出，捐赠了许多乐器。

今年3月21日，邓小岚同学在马兰村

不幸去世。同学们得知噩耗，都感到震惊

和痛心，因为2021年校庆时，她还代表化

04班出席了学校运动会的开幕式。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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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分散在国内外的老同学们发了好多

珍藏的老照片，还转发了很多社会媒体对

邓小岚的报道文章，以表达自己的怀念。同

学们都认为邓小岚同学是化04班的骄傲，

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革命后代！ 
每逢毕业整十年的校庆日，国内外的

同学都尽可能回到学校聚会，与班主任汪

老师团聚一堂，交流工作、生活和思想。

2016年，班里多数同学达70岁，为此专门

组织了一次从重庆到宜昌的游轮游，还

特别邀请汪老师夫妇一起参加。2019年3
月，是汪老师八十大寿，在刘延东同学的

提议下，在京的所有同学和个别外地同学

汇集清华为老师祝寿。

在这种团结友爱的班风熏陶下，同学

们不断努力，为人民和国家做出了自己的

贡献。到大家退休时，担任过厅局级及以

上级别干部者有5人，担任过大学教授者

有8人，担任过企业负责人的有4人，担任

过研究机构研究员和企业高级工程师等职

务的科技人员有15人。没有一个同学受过

任何处分。

难忘的邓小岚同学！令人自豪的化

04班！

我们入学的年份，是清华刚开始大力

重新建设文科院系的时候，外语系和中文

系两个小小的文科院系，在各大巨无霸理

工科院系的林立之下，是乍看不察觉，再

看就觉突兀的存在。大一一整年，我都在

跟各个系的人解释，清华真的有英语专

业，真的！

清华园来了文科生
○王文静（1998 级外语）

在这种格格不入中，我们来了，又走了。

清 华 园 因 为 我 们 来 过 ， 留 下 了

“一二·九”合唱汇演上30多个人连表演

用的阶梯都站不满，一曲《铃儿响叮当》

却掀起全场最大的掌声和口哨声；留下了

三教走廊公告栏的英文小报；留下了读研

的同学们用理性思维解构英文写作教学的

毕业论文。

而我们从清华究竟带走了什

么，却是用毕业以后20年的人生，

慢慢地为我们揭晓的。

第一是勇敢

通俗一点说，叫不怵。我的同

学们，在毕业以后面对未知的赛道

和全新的挑战的时候，从来不问自

己行不行，只问自己想不想。

我们英8班的同学们，拿着英

语专业的文凭毕了业，有人读了法
1998 年“一二·九”合唱比赛，英 8班在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