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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他诚实、诚恳、厚道、简朴，还有

一种骨气，宁折不弯，我永远怀念他！

1993：我拿到了大专文凭

爷爷的书香之梦做了一辈子，我也始

终牢记在心。在几十年命运的颠沛中，人

生的坐标依然鼓舞着我。从 1988 年开始，

在教学教育任务都很繁重的情况下，我依

然报名参加了“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

的学习，走上了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自

学之路是一条布满荆棘、充满艰辛的道路，

更是对一个人意志和毅力的考验。为不影

响工作，每周三小时的听课时间我都选择

周日上午 9:00—12:00，骑自行车往返劳动

人民文化宫，要 3 个小时。这期间既有丰

收后的喜悦，更有 1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酸

甜苦辣。

大家都知道，自学高考是难度和信誉

度都很高的国家级考试，对于学生来讲必

须全面把握教材，任何侥幸的心理都是无

济于事的。

总之，经过四年的拼搏，我克服了工

作重、课程多、难度高、年龄大、记忆力

差等许许多多困难，1993 年我整整 50 岁，

也正值爷爷诞辰 100 周年这一永远值得纪

念的年份，我获得了由北京大学、北京市

自学考试委员会共同颁发的法律专业的毕

业证书。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奋斗后的

成功是最美好的享受。”当我接过毕业证

书时，仿佛闻到了书的芳香。“书香”的

芳香味儿也飘起来了。我想如果我的爷爷

九泉之下有知，他老人家也一定闻到了。

这百年清华之泽绵绵，爷爷的书香之

梦终于实现了。.........  2014 年夏于清华园

我于 1938 年 2 月 16 日生于广州，所

以起名为“广业”，是母亲郑芳由长沙至

广州的火车上遭受颠簸，在广州美国人开

的“诺罗”医院七个月早产生下的，在保

温箱里呆了一周后出院。..

然后全家赴九龙住了一年多，父亲周

先庚已先期到云南蒙自在西南联大负责心

理系的工作。1939 年全家搬到昆明后先住

西仓坡，后来搬至昆华师范学院旁的胜因

寺，寺的大院中有一棵巨大的白果树。小

时候最高兴的是爬到枇杷树上摘枇杷和到

田地里摘嫩蚕豆吃。

1944 年 9 月我六岁半时上西南联大附

小一年级。是大姐周立业每天领我去学校，

记得要走很长一段光滑的石板路去上学。

同班同学只记得有楚泽涵，他父亲是楚图

南，他家与我们家都住在胜因寺，还有霍

裕昆、张企明、尚嘉兰等。小学课程中最

害怕上作文课，但布置作文后可以回家写，

所以每次我都努力想写好，用绿格线的方

格作文纸写，记得有一篇作文曾受到老师

表扬，在班上念过。当时教各门课的老师

已都忘记了。

学校有一个大操场，我们最爱玩的是

回忆在西南联大附小和清华成志学校的时光

○周广业（1961 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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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全家摄于昆明胜因寺。孩子前排左起：
周文业、周广业、周明业，孩子后排左起：周立业、
周伟业

在几棵大树间挂的两个大秋千，记得我那

时可以把秋千荡得很高，几乎与地面平行。

操场北面是一大片坟地，课余时常爬上坟

头和在坟间捉迷藏。坟场的再北边有一条

铁路，再往北就是大山了。小学课余时最

爱玩滚铁环和在地上与同学们比赛弹玻璃

球，那可真好玩。周末有时还会去滇池旁

淘买大贝壳，同学间互相比赛谁把谁的贝

壳磕翻。离胜因寺不远是杜聿明部队的司

令部，但不准小孩进去玩。

母亲在胜因寺围墙外的农户家包养了

一头母羊，每天要去取羊奶，1942 年和

1945 年在昆明出生的妹妹和弟弟是喝羊奶

长大的。母亲用烤箱和模子做小的圆形鸡

蛋糕上街卖，以补贴家用，但我们孩子们

是不能吃的。那时我们最好吃的“点心”

是母亲用大铁锅烧饭剩下的大块锅粑，撒

上白糖，那个香甜呀！可惜后来回北京就

再未吃过。

在昆明时看到美国画报是很稀罕的，

但胜因寺大院里的楚泽涵有时会拿来给我

们看，因上面有美女，所以我们见到他时

就会用昆明话起哄他：“楚泽涵，爱美人！”

联大附小的学校教室很简陋，窗户

上好像没有玻璃，记得1945年“一二·一”

惨案时我们正在上课，由窗子可以看到

联大学生在用木头顶住学校的大门，有

的学生向围墙外扔石头，老师让我们赶

快放学回家，回家时看见墙外都是穿灰

军装的国民党部队。后来听说牺牲了潘

琰等四位烈士。

记得每天放学回家路上最高兴的是，

在石板路上向挑担卖米酒的老乡买一碗

米酒吃，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甜哪！”

1946 年夏天离开昆明飞往重庆，临别

时班上一位好友送给我一把刻有“蒋中正”

的短剑作为纪念，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

可惜名字早已忘记，这把短剑我在“文革”

开始后就上交给了派出所，生怕会引起嫌

疑，现在想，如能留下来就宝贵了。

在西南联大附小我上完了二年级。

离开昆明前，记得有一次父亲周先庚

让我陪同送别他的美国朋友，几人乘一条

小船由大观楼出发去参观著名的滇池龙门

石窟，因为大雨滂沱，未能由石阶攀上龙

门景观，很是可惜。现在想来，美国朋友

中应有世界著名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莫里

(H.A.Murray)( 参见《周先庚文集》卷二第

605 页 )，因 1945 年父亲与莫里一起领导

了为杜聿明的伞兵团和邱清泉的第五军做

伞兵和军官心理测验，这是我国军事心理

学开创性的工作。父亲 1947 年赴美休假考

察时又与莫里相见，事前由他们的通信中

可见友谊之深厚 ( 参见《周先庚文集》卷

二第 611—612 页 )。但父亲 1952 年以后正

因为此事降职降薪，“文革”中又遭受残

酷批斗。其实父亲这一段与美国心理学家

合作进行的军事心理学工作，正是与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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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时清华大学的五个特种研究所一样为

当时抗战服务的，而且是更直接的贡献，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正值抗战胜利 70 周年

之际，这段历史终于得到正名！

1946 年夏天全家由昆明坐飞机到重

庆，因等飞机滞留了约两个月，10 月终于

乘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抵达北平西郊机场，

回到了清华园，我们住在旱河桥过桥第一

家的新林院 4 号，院子最大，后面 1 号是

吴达元，2 号是周培源，3 号潘光旦，5 号

葛庭燧，6 号霍秉权，7 号沈履，前面是 8

号梁思成。

1946 年 12 月复员后的清华成志学校

开学，成志学校在二校门西边的“丁所”，

背面是土山，我们课余时都在土山上玩跳

五步俘虏对方的“口令”游戏。

成志学校复校时，由清华大学成志学

校管理委员会任命郑之蕃 ( 号：桐荪 ) 先生

任校长。郑桐荪是母亲的叔叔，由于外祖

父在母亲 12 岁时去世，以后母亲上湖郡中

学和燕京大学及与父亲结婚都是由叔叔打

理的，胜似亲父。郑桐荪的妹夫柳亚子先

生即母亲的姑父也是从小对母亲疼爱有加，

关心备至。

我想，清华大学教授那么多，为什么

会任命郑桐荪先生为成志学校复员后的校

长呢？大概是因为他抗战前曾任清华大学

数学系主任，1934—1935 年任过清华大学

教务长，抗战胜利后回清华前于 1945 年曾

任上海育才中学校长，诗文又极好，文理

兼通，因此是成志学校复员后首任校长的

最佳人选。

开学时我上三年级，四岁半的妹妹周

明业吵着非要跟我去上学，于是母亲只好

同意让我带着她去成志学校上学，由于妹

妹天资聪明，虽然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但

由小学到中学以至大学一直学习成绩名列

前茅，母亲常引为骄傲。

上三年级时，记得教室在

进门走道右转第一间。孔祥瑛

校长关于成志学校校史的文

章 ( 参见《情忆清华园》一书

257 页 ) 中写道，我们三、四

年级是一个复式班，一个老师

上课，教学与自习交替进行。

现在回忆，哪些老师给我们

上课我已忘记了，十分遗憾。

我想应该有朱鑑荣老师、游珏

老师等。

我们班当时最淘气的应

该是全国强和王强，课间休息

后要上课时全国强会把扫帚

放在门上，有一次我推门进

教室扫帚就砸在脑袋上。王

莫里、周先庚领导的伞兵选拔测评小组成员合影。右 1 莫
里 H.A.Murray，右 2 莱曼 R.S.Lyman，右 3 周先庚，右 4 卢濬，
右 5 赵婉和，右 8 马启伟，右 9 傅愫斐，右 11 田汝康，右 13 陈
郁立［此照片拍摄者为戴秉衡，戴秉衡的女儿 Meiling Dai( 戴
美玲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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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坐在我身后，他把图钉放在我的椅子上，

坐下时图钉扎进肉里，痛得直叫，他们当

然高兴得大笑。

1948 年下半年，清华园解放前夕，有

一天一架小飞机飞临清华园上空，飞得很

低，飞机门开着，能看见门里有人，我们

都害怕回了家，就是这架飞机向清华园扔

了炸弹，估计是由开的机门向下投的弹，

有一颗炸弹就在我们成志学校南边校河的

南岸爆炸，炸出一个十多米直径的大坑，

差几十米就炸到我们的教室了，好悬哪！

1948 年暑假后我们上小学五年级时，

因丁所要修缮，学校就搬到了清华园南边

普吉院的西侧，院子大多了，旗杆在院子

北边，院子北边大门外有运动场和很大的

空场，又紧挨着大旱河，我们课间和放学

后可以尽情地玩耍，旱河边有一道残破土

坯墙，我们有时会用墙下的土坷垃打仗玩，

有一次不知是谁的头上被打了一个大包。

清华园解放不久，学校就成立了少年

儿童队，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同学关系

也好，担任了班上的少儿队中队长。清华

大学给每个班派来了辅导员，他们都是

大学优秀的学生，我们班第一任辅导员

是物理系学生陈纲，那时我胆子小，不

敢讲话，外号“小姑娘”，陈纲辅导员

就手把手教我如何讲话和主持中队会。

陈纲老师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物理教研

组党支部书记，1957 年被打成右派，命

运坎坷，后来随她丈夫调到北京工业大

学物理系工作。她的丈夫樊恭烋曾任清

华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后调到北京工

业大学任校长多年。陈纲离开清华后就

未再见过面，只是有一次电话联系过，

双方都十分激动与高兴，她是我做社会

工作的启蒙老师，终生难忘！

接替陈纲的是物理系学生胡仁宇，他

与同学们的关系就更深了，他对我们班每

个同学都十分熟悉、记得他常去学校隔壁

的普吉院石晨光家看望，因他们家孩子多，

有石君英、石宝森、石君慈、石晨光、石

宝林和石君芳六个孩子，他们的父亲在清

华图书馆工作，家境较为困难，胡仁宇关

心他们，与他们一家保持了深厚的友谊，

可见胡仁宇辅导员的人品。胡仁宇清华毕

业后去了大三线后方，担任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院长，领导了原子弹氢弹的制造工

作，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我国的核工

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退休后，只

要在北京，我们附小附中同学聚会时，通

知他，他都会参加，他还叫得出他辅导过

的每位同学的名字。

接替胡仁宇任我们中队辅导员的是王

瑞芸，她曾组织我们中队许多次郊游活动，

到颐和园游玩，在万寿山上玩“口令”，

到香山附近的“红山口”爬山、远足和玩

各种游戏等。王瑞芸辅导员给同学们留下

2008 年 9 月，周广业（前排左 3）与老辅导员
胡仁宇（前排左 2）等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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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刻的印象，她那漂亮、秀气、温柔的

容貌至今还浮现在眼前，听说她后来毕业

去了内蒙，因失恋而精神失常，以后杳无

音讯，想起她心里十分难过。

从刚一解放的 1949 年开始，成志学校

从小学起就有辅导员制度，这在全国可能

是罕见的。这些优秀的大学生辅导员，帮

助附小建队，以及后来 1952 年的附中建

团，使我们每个幼小的心灵健康成长。我

在 1952 年入团，1956 年高中毕业时入党，

就是辅导员对我帮助教育的结果。附小附

中的辅导员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意义深远。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时，我们

上成志小学六年级，因为年龄小，只选派

了全国强、罗锦鳞和杨忞三位身体好的同

学加入清华大学的队伍参加天安门广场的

开国大典和游行，他们是走到清华园火车

站，坐火车到西直门，下车后走到天安门，

随国庆游行队伍到西单后又步行到西直门

上火车回到清华园的，可以想见他们的兴

奋和辛苦。

小学的各科老师因记忆淡薄，这里就

不详述了。

1950 年暑假，我们从成志学校小学

毕业，升入初中，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

1953 年我们成为孔祥瑛校长申办成功的

“清华大学附设成志中学”的首批毕业生。

因蒋南翔校长不同意建高中部，不让我们

这些清华园的孩子们总关在“象牙之塔”里，

我们两个毕业班的四十多位同学考入在海

淀的北京十九中高中。孔祥瑛校长和校领

导安排我们十几位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去市

重点中学上高中，孔祥琮、李曾中和王强

去北京二十五中，我和张志芳去了北京二

中。北京二中毕业后，1956 年又被保送回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2 年 2 月工化系

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已在清华六十多年，

可以算得上是个地道的“老清华”了！

今年是清华附小和附中百年大庆，由

此我也想到了父亲周先庚，他于 1924 年清

华学校毕业后留美，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

心理系主任近十年，尤其是他曾于 1936 年

至1937年与梅贻琦、沈履、赵忠尧、陈福田、

叶企孙、傅任敢、李景汉、涂寄峦等九位

教授任成府小学的董事。成府小学是 1914

年清华为附近的成府创办的一所贫民小学，

周诒春、罗家伦校长曾任总董和董事长，

1946 年清华复员后，成府小学并入了成志

学校。这件事是去年负责写附小校史的吴

逸老师 ( 附中著名美术老师吴承露的女儿 )

发给我新发现的成志学校的历史档案才知

道的，老父亲竟然还与成志学校有关系，

真是十分感慨！

我的母亲郑芳，曾任清华附中首位俄

文教员，她曾是燕京大学外文系的高才生，

1952 年她由英文自学半年俄文就应聘上了

讲台，我们当时初中已有两个班，我在张

光斗夫人钱玫荫老师教的英文班，可惜未

听过母亲的课。前几天我与已近九十岁的

曾任清华附中副校长的张秀真老师通电话

叙旧，她还清楚记得母亲当年在附中教课

的情况，令我十分惊讶与感动！

我的大姐周立业、妹妹周明业和大弟

周文业也都是清华成志学校、联大附小和

清华附中的校友，母亲的叔叔郑桐荪先生

又于 1946 年任复员后成志学校的首任校

长，我们全家都与这所学校有“渊缘”，

回忆起来，真是思绪难平！

2015 年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