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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時任中國高等教育部部長兼
清華大學校長的蔣南翔在農村「蹲

點」，常常把清華大學的同學們叫到住處聊天。
他說：「有一句口號，說『清華是培養紅色工程
師的搖籃』，這句話是不全面的，應當說，我們
不僅是培養紅色工程師的，我們是培養黨和人民
各項事業的接班人的，包括將來黨和國家的領導
人也將在你們當中產生。」這句話在半個世紀後
得到了印證。

領袖輩出 國家政要居冠全國
翻開中國領導人的履歷，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胡錦濤、吳邦國、習近平三位，均師出
清華。胡錦濤畢業於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吳邦
國曾就讀於無線電電子學系，而習近平本科在清
華大學化學系就讀，最終在人文社會學院學有所
成，摘得法學博士學位。
據初步統計，百年來清華園共走出9位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18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誕生
了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家副主
席、國務院副總理16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全國政協副主席20人。其中就包括胡錦濤、吳邦
國、習近平、朱鎔基、黃菊、吳官正、曾培炎等
老百姓耳熟能詳的領導人。
另外，100年來，清華大學共為中國培養國務

院各部部長104人，各省省委書記、省長81人，
以及62位將軍。各項數據均居全國高校榜首。

國之棟樑 學術興業治國具備
是何種原因讓清華「領袖輩出」﹖清華大學校

史編委會副主任、原校史研究室主任田芊認為，
這種情況的產生與時代變遷、個人努力和學校的
影響三者密不可分。從宏觀看，是飛速發展的大
時代造成的。從微觀看，與這些人的自身努力有
關。清華集納了全國最優秀的人才，加之優秀的
辦學理念，使優秀的校風、學風能給學子以有益
終生的薰陶。同時，這些人有愛國之心和報國之
志，這才有了用武之地，展現出自己的才能，才
能被社會認可，走上領導崗位。
事實上，早在1929年的《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會

章程》中，就明確寫道，清華的教育目標是造就
「領袖人才」，但這個領袖不能簡單理解為是國家
領袖，包含三方面：學術大師、興業英才、治國
棟樑。學校希望培養出的人能成為各個領域的骨
幹力量，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清華還很強調理
論結合實際，強調到基層鍛煉很重要，貼近群眾
很重要，踏實肯幹也很重要。現在的領導人，
大都是這麼一步步走過來的。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是清華的校訓。一百年
來，清華園一直是令中國
人神往的知識聖地。

另方面，清華園內風光
明媚，最著名景點「水木
清華」，出自晉朝謝混詩：

「惠風盪繁囿，白雲屯曾
阿。景昃鳴禽集，水木湛
清華。」

清華由來

1959年9月，年僅16歲的胡錦濤考入

了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他是當年水利

工程系同年級學生中年齡最小的。在校

期間，胡錦濤是出名的高材生，大學6

年，除一門功課4分外，其餘全是滿分5

分。

1964年，胡錦濤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

擔任學生政治輔導員。當時的清華校長

蔣南翔從1953年開始就力推政治輔導員

制度。他要求從政治覺悟高、學習成績

好的高年級學生黨團員中挑選人才擔任

該職務。前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曾有感

而發：「將來在清華的畢業生中會出現

一批部長、省委書記、副總理。」

擔任政治輔導員後，胡錦濤的主要任

務是為學生解決思想上的疑惑。為此，

他推遲了畢業時間。直到1968年，他走

出清華，到位於甘肅的水電部劉家峽工

程局參加工作。在甘肅，胡錦濤從一名

技術員起步，隨後步入政壇，秉承 清

華優良的校風，一路踏實前行。

清 華 大 學 （ T s i n g h u a
University）是中國著名高等學

府，坐落於北京西北郊風景秀
麗的清華園，是中國高層次人才
培養和科學技術研究的重要基
地。

清華大學的前身是清華學堂，
成立於1911年，最初為清政府利
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所建
立留美預備學校「遊美學務處」。
1912年更名為清華學校，為嘗試
人才的本地培養，1925 年設立大
學部，同年開辦國學研究院，
1928年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南遷長
沙，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合
辦學，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1938年遷至昆明，改名為國立西
南聯合大學。1946年，清華大學
遷回清華園原址復校。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
後，清華大學成為一所多科性工
業大學，重點為國家培養工程技
術人才，被譽為「紅色工程師的
搖籃」。1978年以來，清華大學
逐步恢復了理科、經濟、管理和
文科類學科，並成立了研究生院
和繼續教育學院。目前，清華大
學設有16個學院，56個系，已成
為一所具有理學、工學、文學、藝
術學、歷史學、哲學、經濟學、管
理學、法學、教育學和醫學等學科
的綜合性、研究型、開放式大學。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

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1975年至1979年

就讀於清華大學化工系。1998年至2002

年，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期間，在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在職研究生班學

習，並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

2002年，習近平在題為《自述》的文章

中回憶，由於家庭的原因，他曾經寫過十

份入黨申請書，但都沒有得到批准。1975

年他的父親習仲勳被解除監控之後，習近

平才得以入讀大學。當年他的三個志願﹐

填的全都是清華大學。在從政20年後，習

近平再赴清華讀在職博士研究生，學的是

馬克思主義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

多年來，習近平一直非常關注母校的發

展，2011年4月6日他聽取了清華大學工作

匯報。習近平表示，希望未來清華

大學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學。

朱鎔基、華建敏⋯⋯都曾在清華園度過了
青春歲月，並最終成為治國之才。幾十年
後，他們重回清華，以在母校「傳道授業解
惑」為榮，這印證了清華大學在他們心目中
無可替代的位置。

談及清華的「領袖」老師，許多人首先想
到的是經管學院首任院長朱鎔基。1947年，
年僅19歲的朱鎔基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
學，在電機系度過了4年大學時光。

為國育才 朱鎔基執教經管
上世紀80年代，清華大學開始籌辦建立經

濟管理學院，師生一致希望「邀請一名有才
能、有身份、有名氣的人」來做院長，最理
想的人選就是朱鎔基。當時，朱鎔基正擔任
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一職，他認為，中國
最缺的不是技術、資金和人才，而是管理。
所以，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清華的邀約。從
經管學院1984年4月成立起，朱鎔基在該院

當了17年的院長，親自帶過4個技術經濟專
業的博士生。

朱鎔基一直以清華和經管學院為榮，出國
訪問，都要表明他是清華的教授。他以自己
的影響力推動了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
著名高校與清華經管學院之間建立密切的合
作。「辦世界一流管理學院」一直是他的心
願。

全無架子 錢偉長樂於爭論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原國務院秘書

長華建敏，1957年考入清華大學動力系。
2009年，清華大學宣佈成立啟迪創新研究
院，華建敏欣然擔任首任院長，並聘請國內
外頂尖的理論家、科學家、企業家等參與研
究工作。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錢偉長於上世紀30年代
在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習，1946年至1983年歷
任清華大學教授、副教務長、教務長、副校

長，在清華園生活和工作了40多年。他非常
注意對年輕人的培養，經常鼓勵學生們向他
提問題，甚至和他爭論。學生對他的評價
是：「作為大科學家、國家領導人，錢老卻
一點架子都沒有。」

領袖反哺母校 任職清華育新人領袖反哺母校 任職清華育新人領袖反哺母校 任職清華育新人領袖反哺母校 任職清華育新人領袖反哺母校 任職清華育新人領袖反哺母校 任職清華育新人領袖反哺母校 任職清華育新人領袖反哺母校 任職清華育新人政要反哺母校 任職清華育新人

百年名校、頂尖學府、理工

聖地⋯⋯這些美譽似乎尚不足以

定義清華大學在中國的影響

力。三位現任中央政治局常

委、數十名歷任國家領導人、

上百個共和國的省長、部長⋯⋯

從清華大學走出來的這些國家領

袖、政壇精英，左右 近代中

國的發展軌跡，影響 中國的未

來路向，因此，從某種程度上

講，清華大學是中國治國經綸手的

搖籃，是理政工程師的營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曾於1960年

到1967年在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就讀。與胡錦濤相似的是，吳邦

國也曾擔任過學生政治輔導員。

2011年3月7日，吳邦國走進當年學習和工作的地方——位於東主樓

北門外的電子工程系舊館。他說，能回到自己原來學習和生活過的地

方，看到86歲高齡的恩師吳佑壽院士身體還是那麼健康，整個電子系

也呈現出奮發向上、欣欣向榮的發展態勢，感到非常高興。吳邦國

說：「清華一直保持 這樣一個傳統，具有很好的讀書環境，才培

養出了這麼多的優秀人才。」在回答清華學子對老學長做輔導員有

何收穫的問題時，吳邦國風趣地說：「做輔導員不吃虧！」他告訴

這位同學，做輔導員工作可以密切地和學生們聯繫。更重要的是，

做輔導員的經歷是一種很好的鍛煉，對一生的成長

都很有用。

吳邦國學生政治輔導員

習近平本碩博全在清華

胡錦濤年齡最小的高材生

湛水木

清華大學在百年校慶之際提出，到2020
年，清華大學要在總體上達到世界一流大學水
平；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也就是2049年之
際，清華大學要力爭進入世界一流大學前列。
對此，多位國家領導人紛紛出謀劃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吳邦國3月7日在清華大學考察時表示，
一流大學應該成為基礎研究和高技術前沿
領域原始創新的重要源頭，應該成為理
論創新和文化創新的重要力量，應該成
為匯聚優秀創新人才的重要平台和培養創
新人才的重要基地。

習近平提六個「必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

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4月6日聽取清華大
學工作報告時強調，建設世界一流大學，
要做到六個「必須」。 一是必須堅持正確
的辦學思想，清華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
的目標是「中國特色，世界一流」。二是
必須努力培養世界一流的學生。三是必
須造就世界一流的師資隊伍。四是必須創
造世界一流的學術成果。要 眼國家需
要，立足自身優勢，緊盯國際科技前沿，
不斷推進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
收再創新，使更多學科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為推進國家科技創新、推動科學發展作出更
大貢獻。五是必須不斷創新辦學機制。清
華有必要、也有條件擴大對外開放，堅持
「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大力推
進學生培養、學術交流國際化力度，使清
華所具有的「中西融會」的特色更加鮮
明。六是必須充分發揮中國的政治優
勢，切實加強學校黨的建設。把各類優
秀人才團結和凝聚在黨的周圍。

建世界一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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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育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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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華大學畢業生完成學業拍照留念。

■1977年重開高考後，清華大學1977
屆的800多名新生。

■清華大學美麗的校園吸引了不少
遊人。

■吳邦國考察
清華大學時在
清華大學圖書
館老館同大學
生們就人生理
想 、 專 業 學
習、創新實踐
等話題親切交
談。 新華社

■ 在清華大學讀書的習近平（右）
與父親習仲勳合影。

■1924年印度學者、詩人泰戈爾留居清
華時與校長曹雲祥（後排右）等人合影

（前排左起：王文顯、張歆海、徐志摩、
張彭春，中排左起：辜鴻銘、泰戈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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