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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1988年出版的《清华园风物志》的增订版，在原书50余条目的基

础上又增收新条目约70余则，连同大小附录，全书共收录清华园内“古”今风

物120余则，图片300余帧，许多图片是这次增订中发掘或收集到的，具有很

高的文化和历史价值。本书是历代清华校友、有志于就读清华的广大中学生

和社会青年、特别是清华新生入学以及到访清华园的中外来宾所应备的历史

和导游性的读物。

清华元老之一、在清华园生活近70年的汪健君先生(现已作古)在本书

初版问世前曾赋诗嘉许日：

小驻名园甲子周，沧桑共历眷前游。

绚沈赖有生花笔，风物轶闻一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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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健君先生为本书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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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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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清华学校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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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国立清华大学全校平面图



1948年国立清华大学平面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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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校园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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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校园规划图



增订前言
小书《清华园风物志》初版出版迄今已过去了十多个年头。十

多年来，它一直受到校内外读者的欢迎。现在初版早已售罄，需要

增订再版。值此新旧交替之际，有几件事须要向读者作个交代。

原书所列条目，基本上经住了历史和读者的检验，换句话说，

它们绝大部分都是确实可靠的。但初版出版时，因种种条件所限，

有些条目写得过于简略，这次增订，作了适当的补充；个别的条目

(如“近春园遗址”)，新发现的史料表明可能与事实有或大或小的

出入，这次修订，根据新见资料写出了新条目，并把校外有关专家

对此问题的考证附于相关文后，以加深读者印象。

这次增订的重点是增加新条目，不但部分地弥补了初版“后

记”中提到的那些缺憾，(如补入了“二校门”、“二院”、“东区主楼”、

“精仪系馆”、第1～4号楼等等)，而且还增加了这些年来校园内出

现的大批新的建筑、景点、纪念设施(包括人物塑像)等。对于这些

新出现的景物，凡具有历史或文化价值者，诸如校图书馆新馆、学

生文化活动中心、东区清华体育中心、西南联大纪念碑，以及若干

人物塑像等等，是最有资格志入本书者。但也并不是“凡新必志”。

因为本书名为《风物志》，而据我们看来，所谓“清华园风物”者，与

学校历史或校园文化有密切关系之景物也。有些“景物”，例如清

华园内的两幢“高层建筑”、某某居民小区、某某商业大楼、某某集

贸市场等等，眼下只不过是世俗社会中世俗事物在园内的一些投

影而已，新则新矣，但眼下与校园文化尚无内在联系，实在没有必

要录入本书。⋯⋯不过事情也不能绝对化，说不定将来在上述某

个地方发生了某种重大事件，或出了对学校以至国家民族发展作

出杰出贡献的重要人物；或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当中有的已变为校园“珍物”～般来说，“珍奇之物”总会从一定的侧面
I



反映文化的——那就有待于后人再来志述它们。

本书所用的图片(图片比较丰富被认为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这次修订又作了较大的变动和补充，主要是：一、其“近影”(或曰

“近貌”)部分绝大多数都由本书作者作了重新的摄制和替换，少数

眼下不能拍摄者则只好仍借重于各个时期的校园摄影家的作品，

其中包括梁文俊、陈浩凯、宋焕成、郑建治、郭海军等先生的作品。

二、其“旧影”部分，则是由本书作者在各时期(主要是退休前在本

校校史研究部门工作时期)收集、珍藏的，其来源则是校史各个时

期留传下来的各种书刊以及近年来新出版的各种与清华校史有关

的画刊、影集、日记、文集等，诸如《朱自清》影集、《闻一多》影集、

《吴宓日记》、《浦江清文集》、《永远的清华园》⋯⋯篇幅所限，兹不

一一列举。另外，在这次修订过程中，还得到校图书馆的“典藏”、

期刊各部，档案馆，校史研究室的资料室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在增订过程中，还得到了校内的苗日新、罗森、范宝龙以及校

外的张恩荫诸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苗教授(曾任本校基建处

长)不但对修订工作提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而且无条件地提供了

许多第一手的资料。他的一篇力作《清华校园规划的原则及其体

现》对尊重校园历史和自然环境、对保护清华园历史文物和山水景

物、对继承发扬并创造校园建筑的特殊风格⋯⋯都提出了许多有

远见、有价值的原则性见解。原拟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以飨读

者，后因篇幅、体例以及其他原因，不得不忍痛舍去，实在是一件憾

事。罗教授则慨允“随便引用”他指导的研究生魏篙川君撰写的硕

士论文《清华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研究》，那里面有许多可靠资料、

数据和卓见，引录之下，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靠性、可读性和可赏

性；范宝龙同志不但慨允将全部增订条目在他主编的校报《新清

华》上连载，以达到出版前充分听取读者意见的目的，而且几乎对

每一篇稿件都细心披阅，经常做出必要的订正和补充。他并且对

本书出版发行方面的事宜给以多方面的支持。所以他是本书名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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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的编辑和发行顾问；张恩荫先生是著名的圆明园的研究学者，

他退休前即在圆明园研究部门任职，并有专著多种，这次修订中的

一些关于熙春园、近春园、清华园历史方面的修订意见就是他最先

发现并向作者提供的。他的一篇文稿，也收在相关条目之后。在

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兹特向上述个人、单位以及各书刊编著者致以

诚挚的感谢。

应该向读者说明的是，在这次增订定稿以后，校园景物(如工

字厅、气象台、东主楼及其周围环境⋯⋯，又颇进行了或大或小的

修建以至改建，限于作者的局限，除少数外，一律未来得及在书中

作出反映。

清华园里的各色风物，是学校历史、文化底蕴、积淀的重要反

映和印证；卫护清华历史的文化遗产，是后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但

愿有关部门、特别是学校领导今后在进行校园建设时，能心中有

数、慎重决策。

作者2000年仲秋 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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