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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级日晷现在屹

立在大礼堂前草坪的南

端，是 1920 级（庚申级）

校友毕业时献给母校的

纪念物。

日晷的上部是中国

古 代 的 计 时 器 —— 日

晷，下部为大理石基座，

正面镌刻有 1920 级铭言

“行胜于言”，背面刻

有“FACTA NON VERBA”（“行胜于言”的拉丁

文译文）；两侧面分别刻有“庚申级立”“CLASS 

1920”字样。现在，日晷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的标志

性纪念物，而“行胜于言”这句铭言也被确立为清

华大学的校风并写入了《清华大学章程》，所以这

尊纪念物更具有特殊意义。

1920 年春，庚申级同学们在毕业前夕商讨大家

分手前应该做些什么，经过反复磋商，最终选定了

日晷方案：同学们集资造一座日晷仪，摆在高等科

草坪（现大礼堂草坪）上，供同学们上课守时参考，

同时亦含有惜阴、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意思。

据当时负责主持“庚申级日晷仪”献礼工程的

庚申级校友华凤翔（中国近代航空先行者，1916 年

考入清华学校，1920 年夏毕业后赴美入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学习，1925 年回国。）回忆，上部的日晷盘

由美国数学教员海晏士（Heinz）依照北京经纬度

绘制，委托北京著名景泰蓝厂老天利以银胎珐琅烧

成。而底座请工匠用汉白玉在校内雕作而成，并四

面刻文，二中二洋。中文请庚申级同学邹宗彦之兄

邹宗善书（邹宗善为南开大学生，曾与周恩来总理

同学），外文由华凤翔书写。经过数月的精心制作，

日晷于 1920 年暑期完工，并被摆放在高等科教室前

的草坪上。

之后的几十年间日晷历尽劫难，三易其盘，数

易其位。解放前（约在 1948 年），日晷就摆放在大

礼堂草坪前，但当时的日晷盘已变成石刻的，原来

的银胎珐琅盘已不知去向。据曾任清华校园科科长

的郑宗和先生回忆，1971 年清理校园时日晷的主体

部分被发现，虽有损坏，但大体完整。为了防止日

晷再次被毁坏，就埋入了地下，但其余两部件始终

没有找到。1977 年春，晷体被取出并被修补，之后

校方请建筑系教师按照梁思成先生当年绘制的白描

图样，重新设计配制了晷盘、底座，从而得以及时

安装就位。清华七十周年校庆时才得以再次面世。

1920 级是清华学校时期优秀的毕业年级之一，

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化学家曾昭抡、陈可忠、

萨本铁、赵学海，植物学家张景钺，政治学家萧公

权等，都出自这个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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