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清华，峥嵘岁月稠（3）： 

� 美丽的清华园令人留恋！ 

方锦清（1958 级） 

      清华大学校园统称清华园，她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

“世界最美校园”之一，是亚洲唯一上榜的美丽大学校园。她的历史

大约有 236 年多了, 原址为清康熙年间所建的熙春园的一部分。 清

华大学的前身是 1910 年用庚子赔款建造的“清华学堂”，即位于清

华园内, 始建于 1911 年.当时是留美预备学校。1912 年，清华学堂

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 年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1928 年更名为“国

立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从改革开放后，从一所多科性的重点工科大

学已经发展和恢复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清华大学得益于非常令人喜爱的美丽的清华园。实际上，她是清

代咸丰皇帝所赐的前身——皇家园林康熙行宫(御园)的熙春园. 始

建于清朝中叶康熙年间，建成于 1767 年，它与北京西郊的圆明园等

五个苑囿号称"圆明五园".咸丰即位将熙春园改为并亲题"清华园"

（匾额，请看后面图 1 清华园标志——清华二道门）。1860 年英法

联军焚烧圆明园，兵火殃及近春园，园内七、八幢斋堂轩榭逐渐败破

荒芜，后来，在我学习期间被俗称为"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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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清华二道门（清华园标志） 

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诗人朱自清著名散文“荷塘月色”，半

世纪多来传遍了大江南北，吸引了多少人，闻名全国，乃至全世界。

“荷塘月色”就是座落在具有深厚历史背景的 "荒岛"上，是近春园

的核心景观，岛上有高低的山丘和树林掩映，岛西南侧有一古式长廊，

该岛通过一座汉白玉拱桥与岸边相连。每到夏天，多少慕名而来的游

客前来寻找“荷塘月色”的胜景。游客默念着朱自清的名句“曲曲折

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

的裙”“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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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

梦。”欣赏《荷塘月色》描述的大片格外鲜艳的荷花，尤其在月色下

给人无限的遐想。荷塘冬天成为北京高校最大的天然溜冰场，全校学

生冬天都在那里上体育课，我也学会了滑冰运动的乐趣。据说，清华

大学滑冰运动有悠久的历史，1923 年《清华年刊》记载，滑冰会于

1922 年某日晚 7 点半在荷池冰场上开第一次俱乐大会，荷池上彩灯

高挂，会员到者四十人。荷池围观者无数，有滑冰和打冰球表演。之

后，很多同学报名参加滑冰会。 

在六年大学生活中，“荷塘”是我经常爱去的好地方之一。在荷

塘周围的一片杨柳树下，排放着几张长条靠椅，很宁静优雅，中午我

经常爱躺在那里休息片刻，然后起来复习功课。每天下午 4、5 点学

校体育馆开放，学生凭学生证可以去借一双冰鞋去滑冰。虽然离校近

五十年了，每当校庆回校时候，我往往要到那里转一转，故地重游，

触景生情。发现那里发生了巨变，在近春园东山上看到 1982 年为纪

念朱自清先生的名篇而建的 “荷塘月色亭”（图-2）。南边对面有了

现代化的大游泳池，岛上池塘边添加了几座古典优雅的纪念亭，如一

座叫“晗亭”，是纪念校友、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的。岛上还新建了一

个小小动物园，能看到孔雀等珍贵小动物等，给人们增添了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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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荷塘月色亭”一带荷花景色 

“水木清华”是清华园内最引人入胜的一处胜景，请看图 3，常

与颐和园中的谐趣园相比，被称为清华园的“园中之园”。“水木清华”

一带的景色四时变幻的林山，环拢着一泓秀水，山林之间掩映着两座

玲珑典雅的古亭。 

 
图 3 水木清华( 引自：郭海军) 

 

水木清华的荷花池是清华园水系两湖一河之一（水木清华荷花

池、近春园荷塘和万泉河）。夏季荷花盛开，一片葱郁之色；冬季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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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落于池面，周围琼枝环绕，别有一番景致。荷塘南侧之畔垂杨掩映

着的秀雅古建筑本为工字厅的后厦，为“水木清华”正廊，正额“水

木清华”四字，庄美挺秀，有记载说是康熙皇帝的御笔。“水木清华”

四字，出自晋人谢混诗：“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

水木湛清华。”最有特色的是正中朱柱上悬有一对名联：“槛外山光历

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

居。”据说是清道光进士，咸、同、光三代礼部侍郎殷兆镛撰书的对

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水木清华的四季变化万千的美景。在水木清华

的荷塘西侧可见一瀑布，四季流水不断，远远可闻水声，令人心旷神

怡。因其幽雅的环境，水木清华常被清华学子读书学习和小憩之地。            

 

图 4 水木清华相邻的朱自清亭                 

 

图 4 闻一多亭 

“水木清华”及相邻的朱自清亭和闻一多亭，都是我清华里最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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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的几处美景，晚饭后我经常在那里小山的台阶上，随便也看点文学

小品，如夏衍杂谈论电影艺术之类介绍，作为课余休闲生活的一部分。 

很有意思的是，在校期间有一年夏天晚上自习时，有同学们说

荷塘紧邻的“职工饭厅”外面的昙花开了，我马上与同学一起跑到荷

塘那里去观看难得一刻的“昙花一现”，确实新奇，令人难忘。今年

有一位朋友发来“昙花一现”全过程给我，便沟起了我的美好回忆。

昙花一现的全过程充满生动情景，也给人留下有意义的人生感悟。昙

花的生命虽短却很灿烂，留给人们美好的享受。不过，如果形容一个

“昙花一现”的人物则并非好事，就像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这样“昙

花一现”的历史人物就另当别论了。对于人生，毛主席说得好，“人

固有一死，或重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

泰山还重。” 

   我很幸运，在清华园时不仅吸取了丰富的知识营养，而且饱赏了

人间的美景，包括百年不遇的“铁树开花”等。真是“忆往昔，峥嵘

岁月稠”，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清华园既是知识天堂，又是人间美丽

花园，她不愧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世界最美校园”之一，

是亚洲唯一上榜的大学。母校不仅教给了受益终生的科学知识、世界

观和人生观，而且给了无限的人间美景。清华啊，我可爱的母校，您

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赞美！我衷心祝愿她在世界一流大学征程中乘风

破浪，再创世纪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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