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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底&ldquo;清华记忆&rdquo;项目开始酝酿，至今已过去近五年时间。
2007年，项目获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资助，得以保证项目顺利进行。
到目前为止，接受我们采访的校友共计30余位。
考虑到追溯历史的真实性和紧迫性，采访对象基本为80岁以上的老校友（除一位老职工之外），他们
分别经历了国立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新清华等不同发展阶段，读者从中也能了解清华大学自建校以
来的风雨历程。
有些口述可能和正史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较大偏差，这也正是口述历史本身的意义所在，即为历史
提供个人视角。
整理文稿期间，曾接受我们采访的杨道崇、汪家鼎、吴宗济、汪国瑜、范崇武等诸位校友先后辞世，
更使我们感到口述访谈任务的紧迫。
　  本书收录的26位校友并不是我们采访校友的全部。
由于我们口述准备工作不到位，或是校友记忆模糊，或是讲述不够系统，或是校友本身建议的原因，
一些校友的口述，如范崇武、李相崇：郭世康、施士异、杨道崇、王兆霖、刘元鹤等先生的口述就没
有收录在本书中。
在此我们谨向各位校友致以诚挚的歉意。
此外，考虑到本书的篇幅，我们对某些校友的口述作了节略处理。
以长为尊，按照校友出生年月排序。
　  整个项目涉及的环节繁复，口述整理工作费时费力，因而访谈的成文过程进展缓慢。
也因此有些校友本人没能亲自校对口述稿，我们只能转而委托其亲友代为审阅。
这也成为我们不可弥补的一个缺憾。
项目进展过程中，承蒙多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在此表示谢意。
感谢陶中源、胡康健两位老师，他们为本项目出谋划策，联系访谈校友，保障了项目顺利进行。
图书馆数字化部的齐静担任了大部分口述稿的原始转录工作，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张迪同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的梁悦悦同学、中文系陈越同学为口述稿的整理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图书馆老馆长刘
桂林老师在项目推进最困难的时期给予鼓励，前任图书馆书记侯竹筠老师为出版提供协助，吴良镛院
士百忙之中为本书题字，康寿山先生无偿提供画作作为封面，图书馆老馆长刘桂林老师在项目推进最
困难的时期给予鼓励，前任图书馆书记侯竹筠老师为出版提供协助，吴良镛院士百忙之中为本书题字
，康寿山先生无偿提供书画作封面，学生紫苑学会的多位同学为口述稿的整理也提供了帮助，在此一
一表示感谢。
　  口述访谈工作的意义自不待言，尚有许多珍藏记忆的老校友未及采访，我们希望把这一工作持续
开展下去。
也希望您不吝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2011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清华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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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华记忆：清华大学老校友口述历史》荟萃了26位清华老校友的口述访谈，历时四年完成，集中体
现了清华大学的百年发展与变革，内容涉及老校友对国立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新清华建设等各阶段
的亲历及反思，汇集成为百年清华记忆。
口述访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适合大众阅读。
读者可以从不同的口述中多角度了解清华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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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小惠 1970年生，山西河曲人，硕士。
现任清华大学图书馆数字化部主任，副研究馆员，主持参与多项省部级数字图书馆项目，编著一部，
译著两部。
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

童庆钧 1978年生，广东封开人，硕士。
1998—200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水利系，2002—200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
2005年至今就职于清华大学图书馆数字化部。
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科学技术史、历史文献学等。
发表论文数篇，译著两部。

高瑄 1963年生，山东胶州人，博士。
现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研究馆员。
主持参与多项省部级项目，主持及参编著作多部，发表论文20余篇。
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科技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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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求学经历　　我一生中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进入清华也算其中一件。
11岁时，我母亲去世。
我13岁到上海，进了龙华路南洋中学的一个补习科。
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念过小学，是在家里念的私塾，而这个学历社会上的小学和中学都不承认，所以就
不能直接考中学，需要参加这样的补习科。
上中学以后，我念的是人文学科。
记得那年我们考清华的试卷是杨树达老师出的题目，所有考生里面只有两个人用古文答卷子，一个是
覃修典，一个就是我。
可我们进到清华以后，念的都不是中文，而是工程方面的专业。
覃修典后来没改行，在水利行业很出名，而我却改了行，学了语言学。
　　我进清华那年，刚好赶上罗家伦调任清华校长。
当时强调&ldquo;教授治校&rdquo;，而国民党派的校长又都不行，所以两三天就撵走一个校长，一个
暑假换了六个校长，后来直到罗家伦的到来才稳住了局面。
当时按照美国学校的规矩，清华还有&ldquo;TOSS&rdquo;传统，也就是二年级学生给一年级新生一
记&ldquo;杀威棒&rdquo;&mdash;&mdash;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是不听话，就剪你头发，往你
脸上画东西，或者两个人把你抬起来扔到荷花池里。
听说他们有人真的因为不听话被扔到了荷花池里。
当时我是因为头一天就听到了风声，先前有所准备，所以才逃过这一劫。
　　进清华之前，我念过几年军事学校。
和那里相比，清华的生活还是很轻松的，保留了许多美国教育制度的特点，对学生很人性化，生活得
很舒服。
那时候，清华每学年学费是十块钱，四年下来还发每位同学八十块钱，可以旅游一次，等于一分钱不
花。
而且当时清华招生不考虑家境，只要学习好就行，但是很看重英文。
食堂也很便宜，吃饭一个月只要五块钱。
要是想吃得好一点，一出学校大门就有一条小河，边上有一个赵太太办的合作社，里面的小饭馆两毛
到三毛钱就能吃一顿，我们都经常在那儿吃。
另外，两人一间的宿舍也很讲究，洗衣服只需要放在一个口袋里往门口一搁，也不用花钱。
　　进清华的头一年，我在市政公路系学习。
为了赶上其他有基础的同学，临时补习了很多数学知识、测量和平板仪的使用等，还念了一些大学物
理。
因为我喜欢照相，当时觉得化学跟做胶片有关系，所以后来市政公路系停办之后，我就主动转到了化
学系。
当时化学系的系主任是张子高先生，我转到化学系之后又补了一年大学化学，还学了一门法文。
　　总之，在清华的头两年功课很紧。
我并没有好好读书，不过还算能应付。
那时除了念书之外，我基本没参加什么课外活动，体育成绩也很一般。
相比于体育场，我还是对图书馆更熟悉。
那时候图书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经常一头扎进图书馆，什么书都可以借出来看，外面不允许卖的书我们也能看到，看完了就放在
那里不用管，会有人推着小车把书收走。
　　在清华念了两年书之后我就病了，又有肺病又有些神经衰弱，所以不得不休学回了家。
本来可以休学两年，但我只休息了一年半就回到学校，接着开始念中文系。
我们中文系当时只有七个学生。
那时候原来的系主任杨振声刚走，朱自清调来继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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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先生是一位新文学家，却首先教我们古诗。
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传统知识分子，爱穿长袍子，说话也总是小声小气。
后来有人写东西回忆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总之我觉得那两年时光很美好，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照相，好多人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拿着一个大照相机到处跑。
几十年以后我在上海碰到一个当年的老同学，他问我现在在哪儿，我说在科学院。
结果他说：&ldquo;咦，你不是干照相这一行的吗？
&rdquo;当时历年同学录的毕业照都在我们那里照。
那时候北京有三个照相馆很出名，一个是王府井那边一个法国人开的增光照相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
照相馆；一个是西单那边的照相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玩照相很出名的一个业余的摄影团体开的照相
馆。
摄影团体的名字叫做&ldquo;光社&rdquo;，刘半农等许多名人都是那里的会员。
我当时本来还不够资格参加，但是因为认识刘半农就破格被&ldquo;录取&rdquo;为会员了。
我毕业那年，请了刘半农他们来办了一个摄影展，刘半农颁了一等奖给我，还送一台小照相机给我当
做奖励。
也就是那一年，他到内蒙古去，不幸染了回归热，回来不久就去世了。
可惜我当时没有在学问上多多向他请教。
　　除了照相，我当时制的铜版也很不错。
那个机器是专门请老炎若先生打造的，镜头都是英国进口的，上面的自动开关伞就是他发明的，当时
绝对算得上是北京城的好相机。
老先生的儿子现在还在，在北京文艺界也很出名，都知道有老志诚弟兄两个，因为姓老的人比较少。
　　总之我在清华是玩票玩到毕业的，除了玩照相以外，还看了很多杂书和与艺术、考古有关的东西
，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ldquo;唐代的曲江考&rdquo;。
唐代的曲江比现在的颐和园还大，日本的樱花节和当年曲江的风俗是一样的：到了春天，每家都搭上
帐篷在那里吹拉弹唱。
我因为对这个有兴趣，就写论文考证了曲江在唐代的构造等问题。
当年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不管是研究生还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只要有题目，图书馆就可以在地下提
供一间小屋子让你自己找书来看，但是题目定了就不能反悔了。
我们就在那个小屋子里写，有时候吃饭也是买点东西在小屋子里吃，每天都会看到很晚。
　　1932年毕业后我就留校了，在清华出版事务所负责出版工作，经理、责编都是我一个人。
我刚进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姓郭的同学在做两个出版物，一个是物理系的《物理报告》，还有一个就是
《清华学报》。
当时因为中文系已经出了好几本书，于是我就主张出版和古文献有关的书，联系京华印书局出版了七
十多种中文系老师的书和图。
出版所的人都很喜欢我，就不让我走了。
　　工作一年后我考取了南京中央研究院，考上之后我就去找了当时学部的主管冯友兰先生，说我舍
不得走。
结果冯先生说男儿志在四方，应该以前途为重，于是我才不舍地去了南京。
我之所以去考语音学，是因为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曾经去听过一次罗常培先生讲的中国音韵学课程，
觉得很感兴趣。
罗先生当时就跟我说搞语言也好，考古也好，不搞实验是不行的。
而我学过一些工程，又对仪器感兴趣，所以可以尝试拿仪器来分析语音学。
我一听，觉得很有意思，当即就决定去考这个专业。
考试的时候我弹了一段自己写的四部钢琴曲，准备的时候因为既要记音又要记谱，很费劲儿，但还好
最终如愿考上了。
　　所以说我当年考上清华是运气，转到南京也是机缘巧合，那年如果不考钢琴科目的话我可能真的
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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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那么多人都是搞语音学的，还都学了很多年，而我只学了半年。
自此之后，我就开始与语音学结缘，一直在这一行做了下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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