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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83位同学从全国各地考取

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经过三年的基

础理论学习，原来的7个班按专业分成5个
班，我被编入自503班，为自动控制理论

专业。1965年毕业时，我们班被清华大学

校务委员会评为“四好”毕业班（思想

好、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全班24
人中有5人获优秀、优良毕业生奖，占比

达21%（全校的比例为14.4%）。中国共

产党党员由1人发展到6人，占全班人数的

1/4，这在全校都是很高的。

清华大学是全国一流的大学，被称为

“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在蒋南翔校长的

领导下，校党委贯彻的教育方针是：教育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既要关

心政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

又要努力学习，熟练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

知识。同学们都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

独立思考，因材施教

我们自503班全是男同学，住在12号
楼最上层，一个房间放5张床住了10个同

学。为了能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宿舍

里经常空无一人，除上课外，大家整天背

着书包、带上计算尺去图书馆或找教室学

习。当时是每周学习6天，只有一个星期

日，但谁也不舍得全天休息。寒暑假多数

同学留校学习，很少有回家的，学习、生

活十分紧张。

自动控制系是1958年新成立的，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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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在清华大学四好班
○王友彭（1965 届自控）

课程的老师多是有名的教授。钟士模教授

讲“自动控制系统”，吴麒教授讲“自动

调节原理”等。老师们讲课由浅入深，带

我们登上科学的殿堂。“远动学”“不变

性原理”“控制数学”等都属于前沿科

学，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主要靠课堂上听

讲、记笔记，或者看一些讲义和参考书，

学到手很不容易。记得“过渡过程”课程

期末考试，虽然大家都曾经是全国各地

的尖子生，180多个同学中仍有不少不及

格，我当时是年级学习委员，整个假期都

在联系安排同学的补习、辅导、答疑和补

考。可喜的是，郑大钟和史美林两位老师

非常认真和耐心，辅导大家后补考全部及

格。当时学校规定：两门主要课程不及格

就必须留级，要求非常严格。虽然我们班

没有不及格的，但也很受震动。大家认识

到，学习光靠时间长还不够，必须改进学

习方法；必须独立思考，善于总结，做到

“读书由厚到薄”，按照自己的思路、方

法去理解和记忆，变课堂知识和书本知识

为自己的知识，真正学到手。我班郝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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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学习方法好，接受能力强，学校和系

里“因材施教”，全年级仅他一人由系主

任钟士模教授专门辅导，使他的学习好上

加好，起示范作用，我们都非常羡慕。

郝惠言同学毕业后，曾任北京计算机

二厂、北京牡丹电子集团副总工和北京电

子显示设备厂总工兼副厂长，带领员工开

发新产品21项，实现技术革新19项，发表

论文、译文12篇。

政治学习，树立正确人生观

学校的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建设社会主

义的高质量人才，要求每个同学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做到“又红又专”。我们自五

年级团总支负责整个年级的政治学习，

组织听报告和安排各班学习讨论。蒋南翔

校长的入学教育，刘冰副校长的人生观教

育，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讲授的自然辩证

法，系党总支书记凌瑞骥的形势教育等，

都给我们指明了方向。那时每个班是一个

团支部，具体负责组织学习讨论。我们

自503班非常活跃，政治学习中也善于思

考，勇于提出问题。艾知生副书记经常参

加我们班的政治学习和讨论，气氛热烈，

畅所欲言，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

子，使大家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认识。

当时争论比较多的是“红”与“专”

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有的同学提

出时间是一个常数，做这就做不了那，

相互矛盾。艾知生副书记讲：“红”与

“专”在时间上是矛盾的，但也可以变成

相互促进的，思想好可以给人以奋斗的目

标、学习的动力，并举出学校中很多同学

的例子。这在理论上能理解，但实际做起

来很不容易。学校有意识安排同学做社会

工作，培养政治业务双肩挑；但如果两者

的关系处理不好，学习成绩掉下来，就暂

停社会工作，要求把学习补上去。那时，

班里也给每个同学安排不同的工作，锻炼

其组织领导能力。

我们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

青年，亲身经历过旧社会的贫穷、落后，

我们下定决心，毕业后一定努力去改变国

家落后的面貌。参加工作后，我们就落

实到行动上。王京武同学与爱人16年两地

分居，老母亲瘫痪10年，父亲老年痴呆，

忠孝不能两全时，他依然全

身心投入工作；吴宏鑫同学

在困境中依然努力钻研控制

理论；马智周、程应生、杨

明炯和我都以访问学者身份

长时间出国进修，但决不羡

慕国外的优越待遇和富裕生

活，毫不犹豫按期回国，报

效祖国。

思想工作，深入细致

同学之间，开展思想政

治工作，正确处理好个人和

2015 年 4 月，毕业 50 周年自 503 班部分同学回校合影。

前排左起：牛振东、郝惠言、陈缅仁、吴宏鑫、林忠澄，后排

左起：王京武、韩毓先、程应生、马智周、王友彭、张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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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关系。党团组织关心每个人的思想

情绪，班内组织“一帮一、一对红”，相

互帮助，共同进步。以我为例，一年级的

时候，我接替周世勤当选为班长，当时正

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油、菜、肉、

蛋、糖等都限量供应，都不够吃。每人每

月30斤粮票，菜很少，大家都吃不饱，有

时一天三顿全喝稀饭，有的同学浮肿了，

大家一天回一次宿舍，上楼都很困难。我

们几个班干部还响应党组织的号召，自己

少吃，节约下粮票给吃得多的同学。每到

月底，都仔细了解每个同学的用粮情况，

保证人人不断粮。有的同学不计划用粮，

每月都需要支援；有的同学不积极参加

集体活动，我经常批评他们，对同学一个

标准，要求太高，方法简单，不会做耐心

细致的思想工作。到三年级改选班长时，

我就落选了，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

感到委屈，也很苦恼。因为我的学习还不

错，后来安排我当了全年级的学习委员。

分班到自503后，我也不太关心班里

的事，党支部书记兼团总支书记孙承鉴和

我班团支部书记陈缅仁多次找我谈话，帮

助我提高认识。让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学

习《矛盾论》《实践论》，学习《关心群

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党委会的工作

方法》等，对自己一分为二，认真总结经

验教训。我开始有了转变，积极参加班里

组织的集体活动，开会积极发言，和同学

谈心，互相帮助。后来孙承鉴和华平澜介

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接任陈缅仁当

了班团支部书记。至今，我还经常组织我

班同学聚会，畅谈毕业后的工作、学习与

生活，回忆清华时代的美好时光。

毕业分配大家都纷纷报名到最艰苦的

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无条件

服从国家需要，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

参加社会实践，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

团总支受系分团委的委托，组织了多

次下乡支农和去部队学军活动，我们班同

学都积极参加。去通县农村时，同学们进

院就打水、扫地，访贫问苦，腿上被蚂蝗

叮得多处流血，无一人叫苦；去张家口学

军，当时正值解放军大比武时期，摸爬滚

打，跑步、射击，刻苦训练，新衣服都磨

出窟窿，特别是夜间紧急集合和深夜在山

崖上急行军，真是不怕苦、不怕累，像个

军人的样子。

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安排到工厂实

习，系教研组派出老师带队去工厂，参加

生产劳动，向工人师傅学习，正是理论联

系实际的好机会。特别是毕业设计，收获

更大。我和赵永才、郭宏纲、张明礼、

杨明炯五人一组，吴麒教授是我们的指导

老师，带我们到当时的774电子管厂去搞

单晶炉自动控制系统设计。那时拉制单晶

还是人工的，废品率很高，当时一根单晶

就值上千元，顶二三十个工人的月工资。

我们和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日

夜倒班，守在单晶炉旁测试数据，有的记

录坩埚温度，有的记录拉晶速度，摸索拉

制合格单晶的程序和数据。在吴麒老师的

指导和工人师傅的大力配合下终于研制成

功，既节省了人力，又保证了质量。

为祖国效力，为母校增光

清华的知识、清华的精神、清华的作

风和思想方法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一

生，大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努

力，奉献祖国，大多成为专家、教授和学

科带头人，有的同学成了国家重要岗位上



我与清华

2023年（冬） 43

的领导干部。

吴宏鑫同学发明了“全系数自适应控

制理论和方法”与“基于特征模型的智能

自适应控制方法”，成功地应用于我国工

业控制、航天控制、神舟飞船返回等领

域，控制精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被科学

出版社收入《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

术成就概览》一书，获国家发明二等奖1
项、三等奖1项，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
项、二等奖5项，出版专著3部、论文70余
篇，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五一

劳动奖章、航天人才培养突出贡献奖、航

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京武同学曾任弹道导弹副总设计

师，提出一种新型制导控制方法，荣立一

等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获献

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中国航天事业

50周年重大贡献奖，成为弹道导弹专家。

马智周同学发明了一种新的“动态瞬时位

置编码方法”和“谐波幅相自适应控制”

的控制方法，申请了国防专利，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发明三等奖，被评为

航空总公司“有突出贡献专家”、航空航

天部“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归国人员”。另

外，林忠澄同学、魏鹏霄同学都在各自学

科领域取得重要贡献。

我从国外进修回国后，研究出了“数

据库字典法”，解决了现有数据库对数据

项数量的限制，在国内第一个研建成功大

型事实型数据库系统，消息曾刊登在1986
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为第

一完成人，研制成功“城市建设和管理

数据库系统”后，我又研究出了“一种研

建数据库的新模式”，解决了在微机上建

大库的难题，并联合全国各省、市、区科

技情报所，研制成功了“全国科技成果交

易信息数据库”。“城市建设和管理数据

库系统”和“全国科技成果交易信息数据

库”这两项成果都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

奖。后者还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

全国科技情报数据库一等奖。我本人荣获

了国家人事部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

和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

首批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有的同学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牛振

冬同学曾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为

我国电视教育、成人继续教育做出了贡

献；杨明炯同学曾任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

总经理，带领公司员工自行开发研制计算

机，在当时全国计算机主要生产单位各项

经济指标排行榜上位居前三；陈缅仁同学

曾任首钢自动化公司总工，获北京市“有

突出贡献专家”称号；韩毓先同学曾任北

京市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其单位多次被北

京市科委评为先进单位；程应生同学曾

任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外经办主任；

等等。

由于工作需要，我告别专家道路，出

任北京市专利管理局局长，之后任北京市

知识产权局第一任局长，带领全局开拓创

新，在国内最早开展政府资助专利申请、

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发放专利实施资

金、评定和挂牌“无冒充专利商城”和评

审专利代理人职称等，在知识产权拥有、

保护、实施和管理等方面，谱写北京知识

产权事业新篇章，使我局的知识产权工作

走在全国的最前列。

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每个人所处的环

境和面临的机遇不同，因此，每个人的作

用发挥、取得的成绩也会不同，但大家都

奋斗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