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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她的90诞辰。
她不仅以地处风景如画的北京西北郊皇家园林——清华园而闻名于世，而今更以其作为中国的最高学
府之一而蜚声中外。
她现在是一所拥有理、工、文、法、经管、艺术等学科门类的综合大学，并经教育部批准筹办医学院
。
80多年来，她的十万毕业生遍布海内外，涌现出了许多治学大师、科学巨匠、兴业英才、治国栋梁，
在我国经济、教育、科学、文化、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为我国的民族解放、
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华大学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
她诞生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之后，是由“庚子赔款”中美国退回之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在
“五四”运动后的民族觉醒中，发展成为一所大学。
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经受了我国抗日战争的磨难，受尽了颠沛流离和战乱之祸，在西南边
陲昆明苦学，然而在“刚毅坚卓”的精神鼓舞下，创造了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并终于迎来了抗
日的胜利。
她接受了解放战争的洗礼，在“第二条战线”上奋斗，被称为国民党统治区中的“小解放区”，以保
存完整的校园和师资队伍迎来了解放。
在5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她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挫折，使学校
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和全面的提高，成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和最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与科学研
究中心之一，成为我国众多学者云集和千百万青少年梦寐向往的地方。
　　清华大学有优秀的传统和精神。
她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提倡中西融会、古今贯通。
早期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校训和“一二·九”运动之传统；西南联大时期有“民主堡垒”之
美称；解放后，她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赢得“红色工程师的摇
篮”的称号，培育成“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走出一条“爱国、成才、奉献”的人生道
路。
今天她更以“拼搏、创新”的精神，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开足马力，以全速向“世界第一流大学”的
目标迈进。
她的前途远大，事业辉煌。
　　80多年来，清华历尽沧桑，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她不仅为国家培育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完成了数以千计的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
办学经验，而且她的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近百年来的兴衰荣辱，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和近代
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
因此，总结和研究清华的历史经验教训，就不仅是清华大学本身今后办学的需要，而且也可为我国教
育界、史学界、理论界、青年工作者和政治工作者们提供许多重要启迪。
不少年来，校内研究清华大学历史与“清华精神”、“清华传统”的工作从未停止过，而随着清华大
学成绩的显现，校外乃至海外研究“联大奇迹”、“清华现象”的人士也日益增多。
这本《清华大学志》的出版正适应了这种需要，也是对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的献礼。
她回顾了清华大学从1911年建校至1993年的历程，忠实地记录了清华大学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前进步
伐，为研究者提供一份翔实可靠的宝贵资料，必将受到全体“清华人”和广大学者的关注。
　　本书在清华大学党委直接领导下，由党委书记方惠坚同志担任校志编辑领导小组组长和主编，原
副校长张思敬任副组长和主编，以校史研究室为依托，从1992年开始组织各院系、部、处和各单位的
力量查阅档案，访问座谈，多方收集资料，编出素材，再由校史研究室的同志分工按志书体例精心修
撰，经过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再请学校各主管领导和各单位各部门审阅，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由主
编统稿审定。
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众多，工程浩大，在此特向所有关怀和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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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大力支持本书编写工作的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遗憾的是，由于本书所涉及的时代较长，内容较多，资料收集、整理和核实不易，故编写所耗时
间较长，因此，所有有关校、系和各单位（包括人物介绍）的事迹都只能记载至1993年底，不能反映
学校(及个人)当前的面貌。
为了适当弥补这个缺陷，最后增加了《附录：1994年—1999年清华大学发展概况》，补充了这段时期
内学校总的发展概貌和主要的资料。
特此向所有读者及有关单位和同志表示歉意，相信这个缺陷会在校志的增补修订时得到完满的解决。
　　最后，由于编者的水平所限，过去的资料不完整等原因，难免有重要遗漏和错误之处，欢迎读者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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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本着述而不论的原则，力求客观、准确地记述清华大学的历史，以达到“存史、资治
、教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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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722三、教工住宅管理724四、公共教室的管理与发展728五、供水、供电、供暖728六、辅助设施
——茶炉、浴室、电话与招待所734第四节 医疗卫生保健735一、校医院概况735二、公费医疗737三、
卫生保健738第五节 计划生育740一、概述740二、机构设置740三、人口状况740四、宣传教育741五、
法制建设741第六节 红十字会741一、概况741二、工作简况742第十六章 对外交流与合作744第一节 概
述744第二节 出国留学人员745一、1909年-1948年出国留学人员745二、1949年-1977年出国留学人员751
三、1978年-1993年出国留学人员751第三节 国际学术交流754一、出国考察访问754二、对外校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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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755三、国际学术会议758第四节 外籍专家761一、解放前清华大学聘请的外籍专家761二、解放
后清华大学聘请的外籍专家763三、名誉博士、名誉教授与客座教授767第五节 友好往来770一、外宾来
访770二、学校领导率团出访774第六节 外国留学人员776一、概况776二、外国留学生培养计划783三、
历年外国研究生人数及指导教师姓名784四、各类短期学习班785第十七章 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组织787
第一节 组织沿革787一、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前后787二、“四一二”政变至抗日战争爆发
（1927\|04-1937\|07）787三、长沙临大与西南联大时期（1937\|11-1946\|07）791四、复员北平至解放初
期（1946\|10-1949\|10）795五、建国后（1949\|10-1993\|12）801第二节 历次党代会802一、第一次党代
会802二、第二次党代会803三、第三次党代会803四、第四次党代会804五、第五次党代会804六、第六
次党代会805七、第七次党代会806八、第八次党代会806九、第九次党代会807第三节 党委组织机构812
一、1949年3月-1966年6月812二、1966年6月-1976年10月813三、1976年10月-1993年12月814第四节 党员
及党员发展概况817一、1948年12月-1966年6月817二、1966年6月-1976年12月818三、1977年1月-1993
年12月818第五节 党员教育822一、整党与党员登记822二、经常性的党员教育824三、评选先进党支部
与优秀党员825第六节 党的纪律检查827一、纪检机构沿革827二、纪律处分与平反冤假错案828三、党
风党纪教育829第七节 干部培养与管理829一、干部队伍基本情况829二、干部的培养831三、干部的任
免833第八节 统战工作835一、对非党知识分子的工作836二、对民主党派的工作838三、侨务及对港、
澳、台工作840四、少数民族和宗教工作841第十八章 民主党派和群众组织843第一节 中国民主同盟清
华大学组织843一、组织沿革843二、重要活动843第二节 九三学社清华大学组织847一、组织沿革851二
、重要活动853第三节 中国民主建国会清华大学组织855第四节 中国民主促进会清华大学组织856第五
节 中国农工民主党清华大学组织857第六节 中国教育工会清华大学组织858一、历史概况858二、会员
代表大会859三、组织机构和组织建设863四、主要活动868第七节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清华大学组
织873一、组织沿革873二、历次代表大会875三、团的基层建设880四、团的活动885第八节 学生会与研
究生会888一、解放前的学生组织（1919-1948）888二、解放后的学生组织（1949-1993）898三、研究生
会906第九节 清华大学归国华侨联合会909第十节 清华校友总会910一、清华学校留美同学会910二、清
华同学会总会910三、清华校友总会911下册第十九章 院系概况第一节 建筑学院一、沿革二、教研组与
教师三、教学四、科学研究与建筑设计五、建筑物理实验室六、资料室及图书概况第二节 土木工程系
一、沿革二、教研组与教师三、教学四、科学研究与工程设计五、实验室第三节 水利水电工程系一、
沿革二、教研组与教师三、教学四、科学研究与工程设计五、实验室第四节 环境工程系一、沿革二、
教研组与教师三、教学四、科学研究五、实验室第五节 机械工程系一、沿革二、教研组与教师三、教
学四、科学研究五、实验室第六节 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一、沿革⋯⋯第二十章 附属单位及街道办事
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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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8年，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师生积极参加首都
国庆工程和其他规划设计任务。
建筑系在提高教学质量、繁荣建筑创作、培养学术骨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
本年度聘教师70人，学生总数530人。
　　1959年，建筑系与土木系联合，正式组建清华大学土木建筑设计院，汪坦为院长。
　　1960年，建筑系与土木系合并成立土木建筑系（简称土建系）。
聘梁思成、陶葆楷两位系主任，党总支书记为刘小石。
全系设置建筑学、工业与民用建筑、给水排水、供热通风、建筑材料与制品5个专业，13个教研室，教
师210人，职工224人，学生1675人。
建筑学专业仍设6个教研室，聘教师76人，职工74人。
暑期招收本科大学生79名，留学生2名，建筑学专业学生总计516人。
　　1970年，土建系改为建筑工程系，停办建筑学专业。
6月，建工系招收建筑工程公司老工人班学员，部分建筑学专业教师参加工民建专业教学工作，赴首
都钢铁厂、第二通用机械厂开门办学。
1972年开始恢复招收建筑学专业学生，第一批三年制工农兵学员35名，二年制进修班25名为解放军铁
道兵战士。
　　1977年暑期，全国恢复大学统考，建工系只招收了建筑结构及环境工程专业学生。
1978年度恢复招收建筑学专业本科生78名，学制为五年，另招二年制专科学生20名。
同年恢复统一招考录取研究生21名。
　　1978年，吴良镛任建工系系主任，刘小石当选为建工系分党委书记。
是年，恢复清华大学土建综合设计院，汪坦任院长，一室属建工系编制，二室属校基建处编制。
1979年，组建《世界建筑》杂志社及编辑部，社长为汪坦，开始发行第一期试刊。
1980年，建筑工程系改组，分为建筑系和土木与环境工程系两系。
吴良镛任建筑系系主任，共聘教师98位。
是年，吴良镛当选为第三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0月，《世界建筑》正式出版，为国家一级刊物。
　　1981年，国家教委第一批批准建筑系设立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博士点，吴良镛为第一批博士生导
师，当年招收第一批博士研究生3名。
同时批准建筑系设立规划与设计、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技术科学4个专业的硕
士点。
12月，楼庆西当选建筑系分党委书记。
1983年9月，李道增任系主任。
是年，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成立，吴良镛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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