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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校史馆序厅中，展示着毛泽东、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几代领导人关心清

华大学的五张大幅历史照片。其中，江泽民同志关

心清华的照片，是 1989 年他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不久来清华考察时的场景。照片第二排紧跟在江

总书记身后的戴眼镜者，是当时担任校团委干部、

根据学校安排参加此次活动报道工作的我。在沉痛

哀悼和深切缅怀敬爱的江泽民同志之际，不禁回忆

起那难忘的场景。

那是 1989 年 8 月 25 日，清华夏季学期第二周

的星期五。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的清华园，正

在恢复往日的生机。万余名大学生从各地陆续返回

学校，一边补习前两个月中耽误的功课，一边开展

形势政治教育。老师们也在各自的教研组、实验室，

如往常一样投入紧张的工作。校园中一片整洁、宁

静。

下午约 2 时 40 分，几辆面包车驶入清华园，

沿着宽阔的林荫大道，在校办机械厂的金工车间前

缓缓停下。一位身材魁梧、戴着宽边眼镜、身着短

袖衬衫和灰色长裤的领导同志微笑着走下车来──

人们立即认出，他是两个月前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1989 年“六四”前后，

首都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风波平息后，清华大

学力学系一位研究生写信给刚刚上任的江泽民总书

记，反映了同学们的心情，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能到

学校来，直接听听师生们的想法和意见。江总书记

对此十分重视，决定亲自到清华园，与师生们座谈

范宝龙

交流。

走下面包车，江泽民总书记与迎候在机械厂门

口的校党委书记方惠坚、副校长梁尤能等亲切握手。

当时，张孝文校长正作为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

率团在印度访问。与江总书记一同来到清华的，还

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

李铁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清华校友李锡铭，国家教委副主任、党组书记、清

华校友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委高校工

委书记、清华校友汪家镠，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曾庆红等。在校领导陪同下，江泽民总书记一行走

进机器声隆隆的车间，看望正在进行金工实习的同

学们。

车间里，来自水利、精仪、热汽、力学等系的

160 多名同学，正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聚精会神

地操作。江总书记一边观看，一边听取了教务长周

远清教授关于实践教育环节情况的简要汇报。

走到一位高个子男生面前，江泽民总书记停下

脚步，问道：“同学，你读几年级啦？”

回忆江泽民同志

1989 年视察清华并与师生座谈

清华大学校史馆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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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这位男生感到这位领导似乎很面

熟，随即答道。

“那就是说，去年考来的吧。”总书记又问：“你

是哪儿的人呢？”

“我是江苏人。”

听到这句话，生于江苏扬州的江总书记爽朗地

笑起来：“哈，我们是大同乡嘛！”

这时，很多同学认出，来到车间的是每天在电

视新闻中看到的江泽民总书记，纷纷停下机器、围

拢过来。江泽民向大家问好，他不顾很多同学和师

傅们手上的油污，主动伸出宽厚的大手，亲切地与

每个人握手、交谈。听说同学们通过参加金工实习，

锻炼了工科学生必备的基本技能，培养了劳动观念，

既学到了技术，也学到了工人们优秀的思想品质，

江总书记充分肯定这种形式“非常好”。

在金工车间停留了十多分钟，江泽民总书记等

乘车来到中央主楼。他健步走入主楼大厅，看到前

厅中竖立的一块大帷幕，上面用中英文写着“热力

学与量热国际学术会议”，于是边走边侧身观看，

还不自禁地念出声来。

已等候在大厅的师生代表整齐地在合影架上自

高而低站成几排，前排的师生争相与江泽民总书记

等领导同志握手、问好。接着，总书记等在第一排

椅子上坐下，当时校党委宣传部的摄影记者宋焕成

用立式、挂式两架照相机，几次摁动快门，拍下了

珍贵的合影照片。

合影后，趁师生们进入座谈会场的过程中，江

总书记观看了主楼大厅中的“清华大学校园总体规

划模型”。随后，领导们拾级而上，来到楼上的主

楼接待厅座谈会场。在入口处，江泽民、李锡铭、

李铁映等还用毛笔，在来宾签名簿上分别签下名字。

座谈会场是“回”字形布置，没有高高在上的

主席台，江泽民总书记等领导同志与师生们围坐在

一起。由于领导同志的身后也坐有师生代表，有的

师生发言时，江总书记还专门转过身来，认真倾听。

参加座谈的师生代表共 80 人，其中本科生 31 人、

研究生 19 人、教师 28 人、工人 2 人。学生代表占

六成以上，他们来自全校各系，有党员和学生干部，

也有七八名是既非党员、也非干部的普通同学代表。

下午 3 点 05 分，座谈会开始。方惠坚主持会议，

他说，今天我们高兴地请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和其

他几位领导同志，与大家座谈。江泽民同志很想听

听大家的想法。因此，请教师和同学们先讲。

话音未落，计算机系 1985 级姜峰等同学陆续发

言。同学们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汇报了学

习体会，并恳切地希望党和人民全面、中肯地看待

青年人。在发言中，力学系博士生琚诒光联系实际

分析了同学们自身的一些思想弱点，化学系硕士生

李东洲谈了坚持每年假期去一个基层单位调查锻炼

的收获，化工系朱德权、经管学院方方和韩庆、水

电系吴剑平等院系团委和学生会干部提出了加强思

想政治工作的建议，数学系 1987 级本科生李斌则深

有感触地谈到，要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法制

观点，反思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形式上等。

许多师生表示，对新的党中央近期作出几项重

大决策坚决拥护，希望中央把各项改革事业继续搞

好。自动化系党委副书记、青年教师李军说，希望

党中央把廉政建设、民主建设切实抓好，使基层意

见及时反映上去。电机系教授、新中国第一个工学

女博士倪以信和环境系副教授、副系主任郝吉明等

中青年骨干教师反映了高校改革中的问题，如教工

住房难、创收包袱重、思想界混乱的影响等，造成

教师队伍不稳定，希望中央帮助学校解决一些具体

困难。

当机械系铸造专业 1986 级学生李路明发言谈到

父母都是中学教师时，江总书记接过他的话说：“我

来作个调查，你父母每月工资多少，给你多少？”

听李路明回答“每月花销超过 50 元”，总书记笑了，

“这恐怕是同学中的低水平吧！”他算着李路明一

家的收支帐，感慨地对师生们说，“父母养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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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很不容易啊！”接着这一话题，他就解决分

配不公、脑体倒挂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电机系 1989 级研究生罗

本东、土木系 1988 级研究生苗树柯和中文系本科女

生李迎春等，共 15 人。大家争先恐后，畅所欲言。

江泽民总书记听得十分认真仔细，不时插话、询问，

还亲自在笔记本上记下一些要点。每人发言时，他

都要询问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系或班，后来讲话时，

他常常准确提起刚才发言者的名字。会场上洋溢着

热烈的气氛。

下午 5 点钟，江泽民总书记发表讲话。他开门

见山地说，今天我是来座谈的。作为一名党的工作

者，和大家交交心。他说，我看“座谈”这个词比“对

话”好。座谈者，谈心也。大家畅开思想谈观点，

讲心里话。

这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看看手表问大家，“五

点半你们该吃饭吧？”师生们表示，没关系，请总

书记讲吧。这时江泽民像一些老师讲课那样，把手

表摘下来放在眼前的桌面上，“好，我看着表讲。”

江泽民总书记说，这次建国 40 周年前发生的

动乱和暴乱，值得我们每个人反思，包括我在内。

反思，英文叫 rethinking，译得挺好，确实有很多

东西要“重新想一想”。师生们早就听说江泽民懂俄、

法、罗等几国语言，与外国来宾、记者交谈时常不

用翻译，用外语对答自如。在讲话中，江泽民常常

熟练地说出一串串英文字句，看来真是名不虚传。

江泽民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反思。他说，

我们国家这 40 年都是和平时期，锻炼、考验比较少。

他诚恳地告诫同学们，要读一点近代史，特别是对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要好好了解。他吟诵起民

族英雄林则徐的一首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强调指出，民族气节、民族自尊心的

教育十分重要。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总书

记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究竟如何估计我们的知识

分子，并郑重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说，小

平同志多次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早在 1977 年就

说过，“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江泽民说，我也是知识分子，根据我的理解，我在

四中全会上特别讲了一段话说，我们有一支很好的

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活跃在生产、国防、科研、教

育、卫生、宣传、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各条战线，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真正是民族的精英，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总书记幽默地说，我怕漏

掉某一方面，在这里特别加了一个“等”字。他说，

我在上海告别时，请 175 位社会界、科技界、文艺

界等各方面人开了会，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的作用，

江泽民同志在主楼接待厅签到处 8 月 25 日江泽民等领导同志来清华与学生、教职工代表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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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讲了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比如胜利了容易骄傲，

挫折了容易心灰意冷，一个问题来了容易犹豫、摇

摆，这些弱点在我身上也不能说没有，但我们经历

了战争年代的考验。他说，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

律性确实很高。知识分子应虚心向工农兵学习，特

别是学理工科的，要和工农结合，和实践结合，才

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江泽民强调，知识分子

政策不会变。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离不开科学技术

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努力。对知识分子待遇

差、住房问题、体脑倒挂、分配不公等，我们是了

解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把中国经济建设搞上去，

非常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

奋斗，保持安定团结的环境，把我国实力增强，那

时候什么反华浪潮都不可怕！

江泽民端起他随身带来的玻璃杯，喝了一口水，

亲切地环视着座在周围的青年们，又像拉家常一般

讲起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例。他说，从这些事情我得

出一个结论，绝大多数同学是很可爱的。青年人热

情奔放，对新鲜事物敏感，但毕竟社会经验不丰富，

不够成熟，在政治上往往表现得幼稚。他说，我们

是解放前毕业的，很多人去过美国，解放后满腔热

情回国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民主有深刻

的认识；第二代是解放后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的

一代；第三代是“文化大革命”中插队落户，后来

又考上了大学，他们有生活经历，知道生活的酸甜

苦辣；第四代是在校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但这

一代大学生缺乏生活经验，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年

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西方自由化思想长驱直

入。改革开放十年后，大学生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

了。这就更加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思想意

识锻炼，坚定我们的政治方向，这一点不可动摇。

他深情地说，我再三讲，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和

希望。“我在共青团讲了两句话，对青年一要满腔

热忱，二要严格要求。”“我衷心希望你们将来比

我们更高明。”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话语，博得全场

的热烈掌声。

李铁映、李锡铭也在座谈会上讲了话。晚上 7

时许，将近四个小时的座谈会结束，江泽民等领导

同志走出主楼。一些同学上晚自习，正好走了过来，

即将登车的总书记又转过身来，向同学们招手致意。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为总书记送行，希望江泽民总书

记再来清华园，欢迎领导同志常到大学生中来！

如今，30 多年过去了，但当年的场景仍然历

历在目。记得是江泽民总书记来之前一两天，学校

领导向我布置了相关任务。那时我刚刚 20 多岁，

向我交待任务的学校领导没有给我讲任何“清规戒

律”，我也不懂得在采访高层领导考察活动时要尽

量“躲”开摄影镜头，一心想着要完成学校交给的

记录和报道任务，当然一定要紧紧跟随总书记啊！

因此，在现场拍摄的照片中，第一排是江泽民总书

记和陪同他并介绍情况的校领导，第二排就是我及

中央警卫局的两个警卫，而其他的领导同志都在后

面。

当时，我在校团委工作，并主持创办了一本也

叫做《水木清华》的团委刊物，担任该刊的主编。

在随后出版的《水木清华》1989 年第 2、3 期合刊上，

发表了我撰写的长篇通讯《总书记来到清华园》，

以十多个页面的篇幅，对江泽民总书记考察清华并

与师生座谈的活动，作了全面、翔实的报道。

2011 年，清华百年校庆时，学校建立了校史馆。

在百年校史展中首次以历代领导人的照片，展现党

和国家对清华的关心。2015 年后，我担任了校史馆

馆长、档案馆馆长。在 2021 年校史馆提升改造中，

我们把五位领导人关心清华的大幅照片置于 110 年

校史展的序厅之中，使师生员工和各界观众在观展

伊始，就能切身感受到历代党的领袖对清华和清华

人的亲切关怀。

江泽民同志永远活在清华人心中！

【作者为清华大学校史馆、档案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